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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4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电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祝贺他当选连任塞尔维亚共和

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蓬

勃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牢固，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

出了积极贡献。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珍视同武契

奇总统建立的良好工作关系和友谊，愿同武契奇总统一

道努力，加强两国战略沟通，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拓展

和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引领中塞关系不断取得新成

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武契奇习近平致电祝贺武契奇
当选连任塞尔维亚总统当选连任塞尔维亚总统

本报记者 咸文静 金玥彤 张 鹏

3 月 17 日一大早，杨增贵就朝西

宁市湟源县城关镇丰盛巷走去。为了

传承好这门技艺，年初，这位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灯彩（湟源排灯）代

表性传承人在县上成立了一家公司。

组装、打磨、上漆……与此同时，

几公里外的湟源排灯传承保护基地生

产车间，制作排灯的工人已经忙碌起

来。

同一天，县文化馆馆长曹有仓正

在筹备不久后在其他县举办排灯交流

推广活动。

以上三个镜头或许不能反映湟源

排灯发展的方方面面，却勾勒出湟源

排 灯 传 承 发 展 的 大 致 轮 廓 。 这 幅 蓝

图，刻印在一代代湟源人的文化基因

里，至今已 200余年。

湟源，地处农耕文化与牧业文化

的接合部，是通向地球“第三极”青藏

高原的平台和青藏旅游线上的“第一

站”，也是唐蕃古道和丝绸南路上的要

塞，素有“海藏咽喉”“茶马商都”“小北

京”的美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

的历史，为湟源留下了厚重的文化积

淀。与之辉映的是，今日的湟源以排

灯闻名，但不止于排灯，其文化与旅游

紧 密 融 合 在 一 起 ，彼 此 促 进 ，共 兴 共

荣。

“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

记精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

和区域特征，提出“把青藏高原打造成

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加快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

大要求。

更远的视野和思路，带来了更宽

的通路和出路。湟源人希望可以重塑

“排灯故里”的风采，并由此开拓一条

加快构建全域全季旅游格局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

因商业兴起因商业兴起
以文化流传以文化流传

——读懂湟源，先要读懂
湟源排灯。湟源排灯并非天
生而来，但湟源人精益求精、
敢于创新的传统已深入骨髓

湟源，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排灯是它最亮丽的一

张名片。

“认识这张名片，可要从历史开始

讲起。”提及排灯的发展，湟源县文体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承琰毫不掩

饰对这门传统文化的欣赏与赞美。

湟源县历史悠久，在西汉时期就

设置了临羌县，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岁

月。自唐到清，湟源为西北茶马名市

之 一 ，也 是 从 中 原 入 藏 的 重 要 关 口 。

清 末 民 初 ，当 地 商 贸 通 达 四 海 三 江 。

其间，大批山西、陕西商人来到湟源安

家立业，他们带来了大批资金，也将内

地先进文化带到了日月山下。

“大致在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

首先将属于中原文化的排灯移植到湟

源。起初是商家为在夜间招徕顾客，

制作广告招牌，内燃蜡烛，挂在商号

门前。此后，招牌制作越来越精致华

美，成为有底座、图案、形式迥异的

‘牌灯’。随着商业贸易的日益发达，

这种广告招牌越来越多，越做越大，

后来不得不把‘牌灯’排起来摆放，

单 个 的 ‘ 牌 灯 ’ 演 变 成 数 量 众 多 的

‘排灯’。”

从“牌”到“排”，湟源排灯就这样

悄然兴起。 （下转第五版）

——打造“高地”建设“四地”蹲点调研之四

湟源湟源，，一架排灯亮古今一架排灯亮古今

采访杨增贵时，一开始总是找不
到突破口。从年幼学艺到如今已为人
师，几十年的敲敲打打在老人的描述
下，始终平平淡淡，甚至连语气都没有
太大的起伏。无意间得知他是曲艺队
的骨干后，记者问他最近的演出情况，
老人笑着说，因为太忙没去参加活动，
几个老伙计已经批评他了。再一问，
才知道他和徒弟在年初刚刚成立了一
家公司，目的就是制作一些新的产品，
让排灯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传承人，自己创业的很多，大
龄创业的也不少，但像杨增贵一样高
龄创业的，之前采访中从未遇到过。
哪怕是和二位徒弟一起，这个创业团
队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64岁。

不知道在很多人选择含饴弄孙的
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多大的勇
气，但老人的笑容和突然升高的语调
让记者的情绪也跟着被带动起来，热
爱、追求、理想……这些词语让这个78
岁的老人神采奕奕。

无独有偶。70岁的张永福是原湟
源县文化馆馆长。记者看到他时，他仍
旧在制作排灯的第一线忙碌着。从当
年的湟源排灯申遗到今年排灯经典再

现，他钟爱排灯几十年，也为排灯忙活
了几十年。有人质疑他的坚持，但张永
福坦言，倘若是为了名利，自己早已过
了奔波的年纪，现在就是想为这门艺术
再尽一份力。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
情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不可
重复的历史遗存与文化记忆，特别是
传统手工技艺广泛渗透于人们的生活
之中。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
迁，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重
大变化，非遗手艺的传承保护与发展
面临严峻考验。

以湟源排灯来说，历史悠久，但也
历经坎坷。几番起落到现在依旧保持

生机，离不开这些匠人，更离不开他们
的匠心。他们的坚持背后所隐含的是
专注、是对完美的追求。不为了任何
人，只为了能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有句话说，“器物有魂魄，匠人自
谦恭。”湟源排灯也好，河湟皮影也罢，
一代代的传承人在追求与坚守的过程
中，用情怀演绎着被浮躁吞噬的“匠人
精神”，让非遗手艺“活起来”，并且生
生不息。

想到这里，不禁能够理解为什么杨
增贵能在78岁时选择创业，张永福能
在退休后依然奔波在振兴排灯的大道
上。非遗需要这样的“守艺人”，传承需
要这样的情怀，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

本报记者 咸文静

““守艺人守艺人””的情怀的情怀

本报讯 （记者 芈峤 通讯员 李
佳） 在我国电解铝市场，产能过剩时成

品“白菜价”无人问津；价格飙升时，工

业限电无法生产。一个传统产业如何

克 服 短 板 ，走 出 一 条 稳 定 发 展 的 新 路

子？黄河鑫业有限公司这家青海本土

企业，借力光伏新能源发展契机，延长

产业链条，打造铝制光伏装备，受到了

市场的欢迎。截至 3 月 30 日，企业本年

度累计签约金额超过 23亿元，给出了电

解铝企业突围之路的最好诠释。

鑫业公司作为国家电投黄河水电

下属全资子公司，业务从黄河公司内部

逐步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产品也从单纯

的电解铝成品生产到铝合金固定支架、

再到光伏支架、铝合金电缆、逆变器等

光伏装备的合格供应。

鑫业公司铝产品创新中心负责人

顾炳林介绍：“为了摆脱电解铝行业外

在因素的影响，企业成立了铝产品创新

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技术’为

驱动力，提高产品技术附加值及铝产品

深加工收益。目前光伏支架加工产能

达 10吉瓦以上，铝合金电缆加工产能超

过 20 吉 瓦 ，逆 变 器 代 理 价 值 超 过 3 亿

元。”

目前，鑫业公司在具备电站设备全

产业链供应业绩及能力的基础上，和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云南国际电力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国 家 电 投 陕 西 分 公 司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家电投内

部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完成约 500 兆瓦

光伏支架及铝合金电缆销售合同。另

据统计，截至目前，鑫业公司在福建、

广东、河南等地区完成分布式电站设备

供货超过 80 兆瓦，并已签订河南信阳、

江苏溧阳等地区 60 兆瓦分布式电站开

发项目。

接下来，鑫业公司还将搭乘青海清

洁能源发展快车，加速从“生产型”企业

向“绿色电解铝”企业转型发展，在做大

“铝业+光伏”提升铝产品附加值的同

时，打造完整、规模化的加工产业链，全

力打造区域化、专业化统筹发展标杆。

签约超签约超2323亿元亿元！！
青海电解铝企业走实光伏产业共进路青海电解铝企业走实光伏产业共进路

本报讯（记者 郭靓） 为帮助支持

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我省通过搭

建政银企对接平台，加强金融机构与文

旅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共享，实现文旅

经济、金融普惠、企业发展互利共赢，助

力我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这

是记者 3 月 30 日从青海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

的“金融助力‘四地’建设——支持打造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银企对接会”

上了解到的消息。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和省文化旅游

厅前期梳理筛选有融资需求的文旅企

业 200余家，经全省金融机构初步对接，

达成意向融资近 6亿元。对接会邀请省

内 20 余家金融机构与有融资需求的文

旅企业面对面交流。企业向金融机构

介绍了自身的融资需求及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金融机构现场把脉问诊，有针

对性的进行诊断分析，为企业融资出谋

划策。会上，部分金融机构和文旅企业

现场进行了签约。省文化和旅游厅对

相关金融优惠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

下一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和省文

化和旅游厅将持续加强政策引导扶持，

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形成长效合作机

制，为企业融资创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环

境。

““旅游旅游++金融金融””助力我省助力我省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游客驻足赏灯、流连拍照。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本报记者 罗 珺

我叫马德明，生长于海东市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清水乡大寺古村，从

1992 年开始我就步入了农机研制行

业，先后在青海省多家企业担任技术

主管。

2010 年，我创办了“哈三”民生

用具厂，起初工厂只有 8 名员工，启

动资金也只有二十万元，公司发展困

难重重，举步维艰。但凭借着我长期

扎根农村，在农机具研发、应用方面

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带领员工上下

一心，经过十几年发展，如今公司总

资产达到 1900 余万元，员工也发展

到 35 人 ，且 均 为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对

“三农”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五年来，每到春耕时节，看着

黄河岸边的田间小道上到处停放着

各式各样的农业机械，犁耕一体机、

铺膜播种机、残膜回收机一应俱全，

总是很感慨，正是这些农机具，让农

民的传统种植方式实现了从牛拉犁

到机耕地的转变。

近年来，我也看到了循化县小微

企业异军突起，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作了很大贡献。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不断引进各类产业项目，

乡村旅游、特色种植业快速发展，

种植面积持续变大，但因缺少专业

人才、专业农机具，严重制约了产

业发展。为此，循化县大力培育能

适应农村农业发展的“土专家”“田

秀才”，积极推行“人才+产业”发

展模式，着力盘活用好本土人才，助

力乡村振兴。

作为“哈三”农机品牌创建人的

我便成为了其中一员。我认为，企业

发展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属于

自己的特色，不积极创新注定会被市

场淘汰。为解决小微企业普遍存在

的“缺特色、缺经验”问题，我想到去

优秀企业参观学习，并花重金引进技

术人才。

多年来，研制出了多种适用于山

区的中小型农机具，个人也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先

后获得了“青海省技术明星”“青海省

卓越企业家”“海东市劳动模范”等荣

誉称号，去年 3 月，还上榜了农业农

村部公布的全国首批农机使用一线

“土专家”名录。

这几年来，我设计发明的多功能

谷物脱粒机、铺膜机、残膜回收机等

农机具，还有双层炉面节能环保取暖

炉、卧式节能烧水锅炉等节能产品远

销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区。

（下转第三版）

““土专家土专家””的的
乡村振兴梦乡村振兴梦

七一路西延、同仁路北延项目之西半幅桥梁实现通车后，有效地缓解了祁连
路至同仁路高架桥车辆拥堵状况，对分流南北过境车辆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东
半幅正在加紧施工中。图为车辆行驶在西宁市同仁路北延西半幅桥上。

本报记者 祁国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