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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7 月 20 日

19时30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博

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四季在央视综

艺频道（CCTV-3）播出第八期。本期

节目中，国宝守护人许亚军、肖顺尧、郭

俊辰走进青海省博物馆，讲述人身鱼尾

金饰片、明永乐款铜鎏金观音像、条纹

彩陶靴的前世今生。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的热水河两岸，散布着 300 余座

唐代古墓。其中最大的一座被当地老

百姓戏称为“九层妖塔”，在它旁边出土

了金光闪闪的国宝人身鱼尾金饰片。

与金饰片一起出土的还有一枚印章，专

家由此推测墓主人是吐谷浑的莫贺吐

浑可汗。在前世传奇中，许亚军温情演

绎吐谷浑的老可汗，用一场自编自导的

儿童剧，向孩子讲述自己的思量与叮

嘱。

丝绸之路的南线“青海道”出土了各

种展现各国文明的文物，这些充满了传

奇色彩的奇珍异宝也因此遭到了宵小之

徒的觊觎。在今生故事中，青海省公安

厅刑警总队重案二支队二级警长许哲

语，回溯盗墓案中的646件文物惊心动魄

的回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韩建华也细述被毁坏的遗址文

物如何进行抢救挖掘。

青海有一尊与众不同的国宝——

明永乐款铜鎏金观音像。在前世传奇

中，肖顺尧通过明朝御用监宦官孟继一

角，讲述他带领藏族同胞进京学习中原

文化，并护送这尊御赐观音像返回瞿昙

寺的故事。

陈列在青海省博物馆的条纹彩陶

靴，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最

成熟的靴子造型。在前世传奇中，郭俊

辰演绎勇敢善良的青海羌族先民丹木

吉，他用智慧与胆识应对新族长的选

拔。

历史上，古羌人跋山涉水，走出了

一条民族融合之路，而这条交往、交流

的路也延续到了今天。在今生故事中，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

做客节目现场，讲述特制航天靴的主要

功能，展示空间站专用鞋，并通过从彩

陶靴到航天鞋等十一双鞋履，展现中国

人走出的千年历史。

《国家宝藏》第四季青海期播出

本报海西讯（记者 苏烽） 7 月 20
日，由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州政

府主办的海西州第三届“智阁鲁如”文

化旅游季在天峻县赛马场开幕。

“智阁鲁如”是天峻草原上的民族

文化瑰宝，历经世代传承，如今成为

一场汇聚民族文化展示、体育竞技风

采与旅游资源推广的综合性活动。据

了解，本届文化旅游季为期 5 天，期

间 各 族 群 众 和 游 客 不 仅 能 亲 眼 目 睹

“天赐骏马”赛马、赛牦牛、拔河、射

箭等传统民族体育赛事的壮观场景，

感受草原儿女的英勇与激情，还能在

高原有机牦牛藏羊美食街品尝到地道

的美食佳肴，在“遇见藏服之美”传

统服饰大赛中领略藏族服饰的华丽与

独特。同时，非遗文化、特色产品、

摄影作品展示、篝火晚会等各项独具

特色的活动也将为游客提供深入了解

天峻文化的机会。

天峻县素有“圣湖之源 净土天峻”

之美誉，这里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此次

活动巧妙地将民族文化、体育竞技、生

态旅游相融合，是天峻县秉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矢志不渝打造生态

高地、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生动实

践，成为天峻县推动生态旅游、彰显地

域特色与文化魅力的亮丽名片。

海西州第三届“智阁鲁如”
文化旅游季开幕

本报记者 尹耀增

祁连山下，碧草如茵，牛羊徜徉，

加工厂里，“北字号”农畜产品从这里

走向全国。

坐落在青海湖北岸的海北藏族自

治州，为加快生态农牧业提档升级，夯

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构建农牧

业 现 代 化 发 展 保 障 体 系 ，以“ 生 态 海

北、绿色农牧”为导向，出台生态农牧

业“九个一”配套工程三年行动方案，

强力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引领

区建设。

“哞…哞…哞……”走进海北州刚

察县伊克乌兰乡角什科贡麻村牦牛高

效养殖基地，远远便能听到一阵阵牛

叫声，寻声而至，十几头健硕的“雪多”

牦牛见人过来便奔跑了起来，霎时间

蹄声隆隆、尘土飞扬，场面甚是壮观。

“角什科贡麻村依托生态农牧业

‘九个一’配套工程，通过创新合作经

营模式、破解饲料供应难题、推动产业

发展等路径，建设牦牛高效养殖基地，

将优养、销售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牦

牛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伊克乌兰乡党

委书记秦奎说。

据介绍，为引导和扶持畜牧业走

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的路子，通过

走访入户、考察市场、精准谋划，角什

科贡麻村考虑引进个体大、产肉多、肉

质好、极耐粗饲、抵抗力强、繁育后代

数量可观等众多优点的“雪多”牦牛。

基于这个思路，伊克乌兰乡协调

角什科贡麻村与河南县赛尔龙乡兰龙

村签订“雪多”牦牛引进协议，共计引

进“雪多”牦牛母牛 15 头，种公牛 3 头，

为提升牦牛提纯复壮和品种选育提升

养殖规模打下了基础。

“‘雪多’牦牛引进后，我们将‘雪

多’牦牛养殖作为村上的特色主导产

业，充分利用选种选配、人工授精等技

术手段加快牦牛品种改良进程，提高

牦牛的生产性能，推动牦牛产业不断

提档升级。”角什科贡麻村党支部副书

记俄增项秀说。

这是海北州实施生态农牧业“九

个一”配套工程后，推进种业振兴，加

强优良品种培育与推广，产业融合发

展和升级的具体成果。

“ 农 牧 部 门 紧 紧 围 绕 全 州 构 建

‘243’新 发 展 布 局 ，整 合 各 类 资 金

49647.09 万元建设 85 个项目，加快实

施高标准饲草料生产、规模养殖、良种

繁育、活畜交易、牲畜屠宰精深加工、

冷 链 物 流 、有 机 肥 生 产 、青 稞 油 菜 加

工、牛羊皮革毛综合利用等生态农牧

业‘九个一’配套工程，以把海北打造

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走

在全省前列为目标，全面强化顶层设

计，高标准打造、高质量推进，‘输’的

基础进一步夯实，‘出’的渠道更加畅

通。”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斗改

向记者介绍。

草原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绿色是

发展的底色，也是建设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最大的底气。在保护草原良好生

态的同时，如何让牧民群众致富增收？

海北州农牧局通过实施“九个一”

配套工程，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

建设优势产业集群，推进全产业链条

发展，培育新业态、发展新产业、探索

新模式、拓宽新功能，完善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体系，推进全州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九个一”配套工程的带动下，

截至今年 5 月底，海北州已销售饲料

7213 余吨，销售额超过 1000 余万元，

通过活畜交易市场出栏牛羊 9.3 万余

头只，屠宰牛羊 16.28 万余头只，生产

有机肥 7.4 万余吨，加工青稞油菜 4800
余吨。

投资兴建农牧业配套基础设施对

于改造传统农牧，实现产业的转型升

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坚持实施好‘九个一’生态

畜牧业配套工程，按照建设‘生态有机

畜牧业发展区、绿色循环农牧业发展

先行区、现代特色种养示范区’三个特

色发展区总体布局，在做大做强藏羊、

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主导产业

的同时，做精做细肉牛、肉羊、蜂蜜、黄

菇、冷水鱼、香菇、蕨麻、蔬菜八大特色

产业。与此同时，海北州积极培育中

藏药材、藏香猪、草原生态鸡等产业，

加快构建‘5+8+N’农牧产业体系，以

‘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为牵引，在加工、研发、品牌、质量

上不断下功夫。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引领区，推动生态农业、绿

色工业、现代服务业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斗改说。

“打绿色牌，走特色路。”海北州农

牧局结合“万千百十”良繁基地创建，

进一步加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今年

创建“万千百十”农业良繁基地 18 个；

新建成批复牦牛良种繁育基地 1个，藏

羊良种繁育基地 1个，进一步拓展了四

级 良 种 繁 育 体 系 和 全 州 生 态 农 牧 业

“九个一”配套工程建设。

伴随着生态农牧业“九个一”配套

工程的深入实施，海北正努力实现由

传统农牧业向现代生态农牧业的华丽

“转身”，一幅生态美、产业兴、农牧民

富的图景正逐步变成现实。

——记第三届青海省改革创新奖创新先进集体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

““北字号北字号””名优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名优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

青海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的羊排加工车间。
本报记者 尹耀增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宥力） 7 月 19
日，主题为“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促进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第五届高原科学

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在青海师范大学开

幕。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论坛是青

海师范大学及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聚力打造的省内一流学术交流

品 牌 ，已 成 为 我 省 规 格 最 高 、规 模 最

大、影响最广的学术会议。

本次论坛汇聚包括两院院士在内

的数名专家学者，从青藏高原生态环

境与资源效应、全球变暖与西部地震

灾害风险、科技创新驱动与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生成式 AI 与科研创新等角

度，聚焦国家战略、把握地区特点、引

导发展热点，深入探讨交流，为我省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产业“四

地”建设，凝聚发展共识，贡献真知灼

见。

青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指

明的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

地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路 径 ，加 快 补 齐 教

育、科技、人才短板，狠抓教育这项做

好青海工作的基本功。制定了服务打

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优

化学科专业的指导意见，在高原生态、

盐 湖 化 工 、高 原 特 色 农 牧 业 、清 洁 能

源、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填补空白学

科，培育优势学科。同时，加强学位授

予单位建设，优先新增与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位授权点；支持

高等院校主动对接省内外重大创新平

台、高新区等创新载体，参与企业关键

技 术 攻 关 、重 大 项 目 研 发 和 技 术 改

造。推进高等院校与省内外企业在人

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就业创

业、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度合作。依托

教育部支持和对口援青、东西协作机

制，建设省校共建的高科院科研平台，

培育创新型的基础研究人才和团队，

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

第五届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开幕

本报讯 （记者 王宥力） 7 月 20
日，2024 青海省跆拳道锦标赛在青海

省体育运动学校开赛。这是全省水平

最高的跆拳道赛事，设 10 个组别，共有

来自省内各地区和俱乐部的 15 个参赛

队、84名运动员参加。

青海省跆拳道锦标赛每年举办一

次，经过多年的举办不仅为青海省培养

了一批优秀的跆拳道运动教练员和运

动员，也为跆拳道运动在青海的普及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恰逢双休，比赛吸引了很多喜爱

跆拳道运动的孩子前来观赛，一同陪

孩子前来的家长们也看得兴致勃勃。

观 众 席 上 ， 助 威 声 、 呐 喊 声 此 起 彼

伏，大家不时为选手的精彩表现欢呼

鼓掌，加油鼓劲。

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训练部部长

韩晓鹏表示，举办高级别赛事有利于体

育部门对人才的培养和挖掘。通过各

队之间的同场竞技，实现队员之间的相

互交流和切磋。同时，也为运动队提供

了一个发现好苗子的机会，让学校在今

后的训练中有针对性地展开培养。

2024青海省跆拳道锦标赛开赛

本报海北讯（记者 丁玉梅） 7 月

20 日，由省体育局、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府、省体育总

会主办的 2024 第九届中国·青海国际

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藏族自治

州刚察县沙柳河镇开幕，来自 22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100余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竞赛项目分为现代传统弓、复

合弓、反曲弓、牛角弓，分男子、女子及混

合团体组竞赛。本届赛事在传承历史文

化、民族传统、射箭技艺的基础上，借力

承办地本土射箭运动特色，展示地方特

点、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促进农体文旅

商融合发展，助推青海全民健身、民族团

结建设向纵深发展。

据悉，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

箭精英赛自举办以来，不断发扬民族传

统，推广射箭技艺，荟萃地方特点、时代

特征和民族特色，已成为我国民族传统

射箭比赛中规格级别最高、少数民族选

手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广、弓种和

项目最全的国际性品牌赛事。

近年来，海北州围绕民族体育示范

区建设，成为第一个实现全民健身“五

纳入”的市州；竞技体育人才辈出，涌现

出切阳什姐等一批优秀运动员；品牌赛

事异彩纷呈，岗什卡滑雪登山联赛、青

海湖赛马交流大会等一大批体育品牌

赛 事 已 成 为 宣 传 展 示 海 北 的 靓 丽 名

片。刚察县连续两届成为国际民族传

统射箭精英赛承办地，精彩赛事看海北

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第九届中国·青海国际
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启幕

本报无锡讯（记者 杨红霞） 7 月

20 日，在美丽的太湖之滨江苏省无锡

市，由海东市民和县人民政府主办的

“ 青 海 农 特 产 品 江 苏 行 ”活 动 拉 开 帷

幕，活动现场签订消费帮扶购销合同

共计 600余万元。

当天，来自青海省的 17 家名优企

业携 100 多种农特产品亮相无锡，开展

为期三天的展销活动。牦牛肉酱、高

原菜籽油、蜂蜜、藜麦等农特产品深受

当地群众的喜爱。现场煮制的牛羊肉

及烤制的羊肉串也让大家品尝到了来

自高原的品质口味。

无锡市当地的 15 家商超、餐饮等

企业同民和县农特产品企业签订消费

帮扶购销合同共计 600 余万元。此次

活动依托青海品牌资源优势，充分利

用对口援建平台，进一步拓宽当地农

副产品销售渠道，推动更多优质农特

产品“青货出青”。

据介绍，自对口协作关系建立以

来，无锡、海东两地商务部门积极开

展业务交流，以资源、产品、信息和

市场共享的方式，持续拓展海东市与

无锡市各区县绿色名优农特产品“线

上线下”销售渠道，以“展销互动、

以销为主、注重实效”的原则，形成

客源互送、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良

性合作机制，双向推进“青货入苏”

和“苏货进青”。

“青海农特产品江苏行”活动在无锡举行

7 月 18 日，一列动车
正穿行在我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百
里油菜花海。有“中国最
美油菜花海”之美誉的门
源油菜花海已进入盛花
期，7 月也是最美的观赏
季。

本报记者 祁国彪 摄

门源油菜花海
进入最佳观赏季

本报讯讯（记者 倪晓颖） 7 月

以来，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青海省博

物馆参观人数不断攀升，7月 1日至 10
日，日均参观人数 5000 人次以上，7 月

14 日、16 日两天分别突破 7000 人次，7
月 16 日参观人数达到 7454 人次，创下

建馆以来日参观人数新高。

为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青海省

博物馆结合工作实际，提前研判，多措

并举，有效应对游客数量增加带来的

工作挑战。自 6月 1日起，将闭馆时间

调整至 21 时，同时采取分流不限流的

措施，最大程度方便游客入馆参观，截

至 7 月 16 日，延长开放以来共接待游

客 14.9万人次。

此外，及时调整充实讲解、安保、

保洁等工作人员，除专职人工讲解外，

补充志愿者讲解，还通过 AR 眼镜、智

慧手持导览器等多种形式，不断优化

服务手段，满足观众需求。并结合幼

儿园参观博物馆的实际需求，针对性

设计“幼儿社教活动课程”，受到幼儿

园方及幼儿家长的一致认可；与省内

外各类研学机构开展合作，借助各类

主题研学游，通过参观、课程、沉浸式

体验等形式，宣传展示大美青海悠久

灿烂的历史文化。

省博物馆接待人数
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记者 王菲菲） 7 月 15
日，西宁海关所属西海海关通过线上

办理方式，为青海企业完成海外仓无

纸化备案。这是青海首个通过海关备

案的海外仓，实现了青海省海外仓从

无到有的新突破。

据悉，海外仓指的是由物流企业、

跨境电商平台或大型跨境电商卖家等

主体在境外通过自建或租用，分批将

货物发往国外仓库，实现在当地销售、

当地配送的跨国物流形式。海外仓通

过缩短物流时间、降低运输成本、优化

库存管理等手段，可以为青海外贸企

业提供极大的便利和竞争优势。

近年来，为助力青海外贸新业态

发展，西宁海关主动深入企业调研，联

合商务、西宁综保区等多部门，积极帮

助企业解决海外仓备案中遇到的难点

问题，设置海外仓备案“绿色通道”，专

人专岗负责备案全流程指导，提供“一

站式”定制服务，推动青海首个海外仓

成功设立。据西宁海关口岸监管部门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通过备案的海

外仓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总

面积 3000 平方米，含 2 套 180 平方米的

房屋和 1 套 120 平方米的门面房，由青

海 互 通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投 资 自 建 运

营。

青海首个海外仓
完成海关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