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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红霞

7 月 20 日，入夜的江苏省无锡市，

依然是 35 摄氏度的高温，位于滨湖区

的湖滨商业街夜市，“青海农特产品江

苏行”活动让本就炽热的夜晚变得更加

火热。

“这是来自青海省的特产。”

“这个牦牛肉丸的含肉量达到了

95%。”

……

来 自 青 海 省 海 东 市 16 家 企 业 的

100 余种产品依次摆放在展台上，工作

人员不断地吆喝着“青字号”。

刚出锅的牛羊肉，现场烤制的羊肉

串，民族舞蹈，歌声……青海用自己的

方式在无锡展现高原热情，现场的市民

也在积极回应。路过的市民品尝、询

问、购买，让一个平常的夜晚多了一些

奇妙的元素。

“这不是我们带回来的枸杞吗？”

“这个藜麦我知道的，上次朋友寄

给了我。”

相比于对青海不了解的市民，在青海

旅游过的人对产品的认可度则更高，大家

甚至不用过多了解就会买买买。

无锡市民张燕拿出刚买的蜂蜜和

枸杞对记者说：“以前去过青海旅游，当

地人推荐的特产也都是这些，没想到今

天出来散步就碰到了这个展销会，肯定

要买一点。现场工作人员还煮了牛羊

肉，很美味。”

“你是民和的吗？我是互助的。”叶

发 斌 开 心 地 和 商 户 用 青 海 话 聊 起 了

天。作为在江苏的青海人，叶发斌说他

在无锡已经待了 7 年，今天看到这么多

家乡的特产非常激动。“这边有一家东

西部协作消费帮扶线下体验店，一般我

们都是通过那里买家乡的牛羊肉，能现

场这样买真的很开心，也非常开心家乡

的特产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家乡的产品

非常好，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叶发斌

说。

54 岁的马丽兰面前摆着蜂蜜和花

粉。“来尝一下，甜得很。”马丽兰邀请每

一个路过的人尝一尝她家的蜂蜜。

“这是我第三次来无锡参加展销

了，这里的消费水平高，所以出来一趟

还挺值，大家对我们也很支持。”马丽兰

说因为每年都来，大家对产品的认可度

高，复购率也高，所以只要有展销的机

会就会参加。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商务局工作人

员陈晓花正在展台旁忙碌着：“没想到大

家的热情这么高，工作人员忙不过来，我

就临时充当下展销员。你看我们的菊花

茶、牦牛肉酱都很受欢迎，我还担心我们

带商家过来产品卖不出去，现在知道自己

的担心是多余的了。”陈晓花笑着说。

民和县商务局业务办主任马红宾告

诉记者，因为民和县和无锡市对口援建的

关系，为青海当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就有了

更多的渠道，这是第四次在无锡举办农特

产品展销活动，对于消费帮扶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此次活动也是利用东西部协作

专项资金，让青海的企业得到更多商机，

让当地商户增收，也让青海的特产走向无

锡。”马红宾说。

——“青海农特产品江苏行”活动现场见闻

农特产品进江苏 消费帮扶看得见

→都兰县博物馆馆
藏文物——青瓷莲花尊。

本报记者 苏烽 摄

←都兰热水墓葬群。
都兰县文物保护研

究中心供图

↑都兰县博物馆馆
藏的“玛瑙十二曲长杯”。

都兰县文物保护研
究中心供图

（上接第一版）
“总书记的眼神很柔和，声音很温暖，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

位慈祥的爷爷，关心着孙子孙女的学习和

生活……”每当讲到这一段时，肖飞雪都

会激动地流下眼泪，而肖飞雪的情绪也深

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师生。

“作为一名基层教师，聆听了这次精

彩的宣讲报告，心中满是感慨与收获。

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转化为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行动

自觉。”玉树市第二民族完全小学的教师

张芝倩有感而发，“我深刻感受到教育是

国家发展的基石，而我们基层教师则是

这基石的奠基者。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激励我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扎实的专业

素养，投身到基层教育事业中，为孩子们

的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好生活是谁给的？”

“是共产党，是习爷爷。”

宣讲过程中，为了活跃气氛，提升孩

子们的参与度，宣讲团成员通过现场问

答的形式，让宣讲变得更加生动。同时，

宣讲团还提前为孩子们准备了精美的小

礼物。

玉树市一完小三年级一班的学生索

南才吉说：“今天的宣讲太有意思了！叔

叔阿姨们讲述习爷爷的故事非常感人，

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习爷爷对我们的关

心。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牢牢记住习爷

爷说的话，好好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午 3 时，宣讲团成员驱车来到称

多县歇武镇直门达村。虽然空中飘起了

小雨，但是聚在党员活动室外广场上的

100多名党员群众热情满满。

走进广场，大家围坐在一起，认真聆

听宣讲。“三年来，全村人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殷殷嘱托，建设了村民中心、民族商

业街、帐篷营地、特色农畜产品加工基

地，搞起了特色旅游，推动了生态农牧，

建成了民族村等等。去年，全村老百姓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000 多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超 187 万元，比 2020 年增

长了 5 倍多……”索南才夫旦用一组组

数字诠释着海北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

藏贡麻村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

海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直门达村党支部书记亚玛才仁激动

地说：“习近平总书记心里装着我们老百

姓，我们一定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辜负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我会带领村两委班子和党

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切实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用情为村里办

实事、办好事，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宣讲活动不仅注重理论讲解，还通

过案例分析、互动交流等形式，增强吸引

力和感染力。

20 日上午 9 时，宣讲团准时来到最

后一个宣讲点玉树市扎西科街道。在街

道的党员活动室内，160 名社区群众党

员用热烈的掌声迎接宣讲团。

“可可西里人所经历的全部，包括几

代可可西里人的命运，都与保护可可西

里、保护生态环境密不可分。我的舅舅、

原可可西里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杰桑·索

南达杰，我的父亲、原可可西里西部工委

第二任书记奇卡·扎巴多杰，他们相继为

保护可可西里的万千生灵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从小在玉树长大的宣讲团成员

秋培扎西说，“作为青海省委基层宣讲团

的一名成员，很荣幸能够在自己的家乡用

自己的故事，引导干部群众深切感悟习近

平总书记对青海各族人民的牵挂关怀，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殷殷

嘱托，真正把牵挂关怀转化为感恩之情，

把殷殷嘱托转化为奋进之志。”

扎西科街道党工委书记扎巴兰周

说：“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要立足岗

位实际，笃学不怠地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内核，以实际行

动做好党建引领基层微治理、建设平安

街道、建设民族团结示范区等各项重点

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

为建设和美宜居家园的源源动力。”

伴随着秋培扎西的宣讲报告结束，

此次宣讲团的玉树之行也画上了圆满句

号。虽然此次宣讲已经结束，但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

精神的热潮依旧不减。玉树州干部群众

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

怀转化为实际行动，坚定不移推进生态

保护，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快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努力让玉树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东 风 浩 荡 满 眼 春 ，万 里 征 程 催 人

急。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

精神的指引下，玉树州各族干部群众正

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奋力谱写新

时代玉树发展的新篇章。

牢记嘱托 不负厚望 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

（上接第一版）
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靠的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农

牧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大幅改善。这缘于在

党的领导下，我们在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树牢改革精

神开放意识，跟上时代步伐推进种植养殖

业突破发展，实现了持续增收致富。”海南

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常牧镇下岗查村脱贫户

化则加说，“今后我将继续学习科学种植养

殖技术，争取扩大经营，带领身边农牧民群

众共同增收致富。”

奋发进取 吹响新时代全
面深化改革冲锋号

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

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

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

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赵宇

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继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重

大战略部署，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

指明了前进方向、擘画了宏伟蓝图。党

的建设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改革事业

的质量。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党校党员干

部培训教育主阵地的作用，使青海省广

大党员干部将党性修养、党纪学习等工

作，统一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各项

谋划上来，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贡献源源不断的青海智慧。

省政协办公厅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林

永庆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让全会

明确的各项措施任务在政协机关落地开

花。要结合岗位实际，提升履职水平，更

好服务和保障政协委员聚焦推动科学发

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和

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开展调研协商，为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凝聚人心和力量。

西宁市城西区虎台街道办事处党建

办主任徐志涛表示，街道社区是党和政

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要自觉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将群众“急难愁盼”当作头等大

事来办，全面推动基层党建、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平安建设、乡村振兴、民族团

结等各项工作落实落细，把“一老一小”、

养老医疗、就业社保、教育生态等各项民

生改革政策宣传好执行好，推进民生保

障精准化精细化，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

服务群众水平。

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开辟
广阔前景再建新功

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

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

中开辟广阔前景。

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栾申洲对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

他表示，要建成现代化新青海，全省各族

人民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自我革新的

勇气，用实干创出一番新事业。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省总工会

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张敬德表示，将积极践

行省委“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

的工作要求，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

工，切实履行工会基本职责，做优做强“四

季送”、工会驿站、爱心早餐、医疗互保等

服务品牌，不断提升维权服务质效，使改

革开放成果惠及更多职工群众，增强职工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将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

以改革开放精神锻造开拓创新品格，深入

研究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路径，认真践行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的工作职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青海篇章贡献绵薄之力！”青海省高级

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廖海峰说。

海南州贵德县曲卜藏村党支部书记

先巴才让表示，我们广大基层党员干部

要以实际行动践行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

命，积极投入乡村振兴一线，带领全村党

员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党建

引领助推乡村振兴、村集体经济发展、生

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为抓手，以持续

促进农牧民增收为目标，让“宜居、宜业、

宜游”的美丽乡村梦想照进现实。

（本报记者 李雪萌 执笔；乔欣 魏
爽 张晓英 郑思哲 田得乾 参与）

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介绍产品。 本报记者 杨红霞 摄

本报记者 苏 烽

沿 109 国道向西行驶，在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的西南角，一

座颇具现代气息的综合展馆——都兰

县博物馆映入眼帘。建筑整体呈“H”

形设计，A、B 两馆分别坐落于两侧，形

似古老的城阙，屋顶覆盖着绿瓦，仿佛

在向来往的路人低语这片土地所承载

的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

都兰县博物馆总布展面积 744.7
平方米，其中的 A 馆以都兰县历史文

化资源和历史沿革为主调，通过展板

和沙盘介绍都兰县主要古墓群、遗址、

矿物资源、历史文化，以及展出石器、

陶器、金银器、丝绸等历史文物；B 馆

则展出木质品、皮质品、生产生活用品

等都兰德都蒙古实物。

当前，正值博物馆闭馆布展，走进

馆内，施工人员正为即将开幕的“丝路

上的都兰”展览做收尾工作。“博物馆

常设精品文物展，以都兰出土的金银

器、丝绸、漆器、青铜器为主，免费向公

众开放。”都兰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

任乔秀玲介绍说：“此次展览以‘丝路

上的都兰’为主题，将为游客带来全新

的观感和体验。”

都兰县位于青海省中部，地处柴

达木盆地东南缘，历史上曾是吐谷浑

古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

古丝绸之路重镇。“通过‘丝路上的都

兰’展览，我们期望让更多人感受到都

兰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

力。同时，我们也将不断探索创新，努

力为公众呈现更多精彩纷呈的展览。”

乔秀玲说。

“这件玛瑙十二曲长杯出土于青海

省海西州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

号墓’，用整块酱黄大玛瑙制成，杯形呈

长椭圆形，壁厚重，有十二个横向的曲

瓣，透光性好，触手光滑，通体呈玻璃光

泽，还有片状结晶和细裂纹……”

走进三楼的文物展示区，蓝底白字

的解说牌告诉我们每件文物的“前世今

生”。环顾四周，石器、陶器、木器、金银

器以及丝绸等各类文物琳琅满目，聚光

灯下散发着璀璨夺目的光芒。

玛瑙十二曲长杯、青瓷莲花尊、

鎏金凤鸟……目前，都兰县博物馆里

陈 列 着 312 件 （套） 珍 贵 的 馆 藏 文

物，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是都兰县历

史的璀璨瑰宝，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瑰宝。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它们静静地

诉说着过往的辉煌，让参观的人能够

穿越时空，感受古代文明的魅力。

这背后，是都兰县深耕常态化文

物保护工作，让更多人领略到其独特

历史文化价值的竭尽全力。

都兰县，因其厚重的文物资源和

独特的古墓群而声名远扬，境内共计

大小古墓葬及古文化遗址约 5300 余

处，不可移动文物 82 处。其中，尤以

距离县城约三十公里的热水古墓群最

为瞩目。

热水古墓群，俗称“九层妖塔”，属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大型墓葬群，是青

海境内面积最大、保存封土最多的一

处墓地，共有封土墓 299 座，其中经考

古确认的墓葬共有 232座。

踏上前往热水古墓群的路途，沿

途的哇沿水库旁，“您已进入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区”的警示标语赫然入目，明

确地提醒着每一位过客。

随着车辆缓缓驶近，一座座古老

而神秘的封土堆接连浮现。其中，最

大的墓葬坐落在一座自然山丘之上，

墓冢背靠热水大山，俯视察汗乌苏河，

高出地面约 30 多米，远望犹如城阙一

般雄伟壮观。

在血渭 QM1 号墓旁的连排屋子

里 ，三 名 文 物 保 护 员 日 夜 轮 班 坚 守

着。“我们会定点巡查 30 公里左右，把

墓葬周边情况进行报备。”每次巡查，

费生平会骑着摩托车，穿梭在荒凉的

古墓之间，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仔细

排查可疑人员和墓葬状态。

“我们都明白保护好文物遗址的

重要性，并为能从事这项工作而感到

骄傲。”费生平说，自己和同事每周 1
到 2 次固定巡查四个点，包括血渭村

及其后山和察汗乌苏河对岸，守护周

边 300多座墓葬的安全。

和费生平一样，2015 年 10 月参加

工作的文物干事才春光，每月也至少

会巡查一次热水古墓群。“我们肩负着

守护这片土地上珍贵文物的重任，只

有保护好了，才能给后人留下更多更

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才春光说，现在

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也加入到了文

物保护的队伍中。

近年来，都兰县不断强化县域文

物保护管理制度，聘用常态化文保员

23 名，另将辖区的文保员、草管员、林

管员等纳入群众文保员队伍，形成常

态化、无死角巡查巡护，持续提升文物

保护管理水平，有效推动文物保护工

作。2024 年截至目前，共组织文保员

巡 山 巡 查 613 余 次 ，反 馈 巡 查 图 片

4593余张。

“随着时代变迁，我们不断创新文

物保护的理念和方法，以适应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需求，文物保护工作取

得了显著进展。”乔秀玲表示。

热水墓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

方金字塔游客服务中心配套设施建

设、“丝路上的都兰”展览……如今的

都兰，已成为一处备受瞩目的文化旅

游 胜 地 ，吸 引 着 来 自 四 面 八 方 的 游

客。而这背后，离不开那些默默奉献

于文物保护事业的人们，他们用汗水

和智慧，守护着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

地，让历史的记忆得以延续，文化的魅

力得以绽放。

——“寻迹青海”系列报道之七

守护丝路重镇的守护丝路重镇的““传奇传奇””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