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6 日晚，都兰县民族体育场
光影流动，歌舞飞扬，都兰县第七届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季 开 幕 式 在 这 里 举
行。一场热烈的文旅盛宴不仅点亮
了夏日都兰，热情的当地人更是用满
满的诚意邀请四海宾朋共享旅游盛
宴、畅游锦绣都兰，共赴一场文旅之
约。

随着开场歌舞表演《盛世华章》
上演，开幕式拉开帷幕。来自青海本
土的知名歌手郭彦华、来国庆、文昌
太等倾情演唱《遇见都兰》《故乡》等
歌曲，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具有浓
郁丝绸之路文化和民族地域风情特
色的《根在草原》《花儿联唱》《盛装》
等节目接连上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热
烈的掌声。

“今晚的节目非常精彩。都兰这
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
一名土生土长的都兰人，看到家乡变
得越来越好，我从心底里感到开心和
骄傲。”居民韩玉珍说。

除了当地居民，不少省外游客也
在一场场文艺表演中感受着都兰的
魅力。从西安自驾过来的王先生看
完开幕式的演出后兴奋不已：“我是
第一次来青海，也是第一次到都兰，
刚好赶上生态文化旅游季开幕。听

说旅游季系列活动里还有赛马会，我
很期待能在草原上看到策马扬鞭的
场景。”

开幕式丰富多彩的节目令人陶
醉，而在开幕式前，搭建在舞台一侧
的农畜产品展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区则令人目不暇接。

一 个 手 打 酥 油 桶 、两 包 装 在 牛
皮包里的曲拉，在农畜产品展示区
都兰县高原圣雪奶制品店展位前，
几个独具特色的奶制品制作工具及
牦牛酸奶、酥油曲拉、风干牛肉干等
特色商品吸引着过往群众，负责人
万玛和妻子热情地介绍着展示的特
产，邀请大家试吃。万玛说，这次他
们带来的都是纯手工制作，没有任
何添加剂的绿色有机奶制品，希望
能在旅游季期间，让更多游客了解
都兰农畜产品。

都兰县高原圣雪奶制品店展位旁
是青海开泰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刚
把产品摆放好，展位负责人马学良就
忙起了烤全羊。将全羊置于炭火上
慢慢烤制，再撒上孜然辣椒等调味
品，一股股香味弥漫开来。

“我们很荣幸在都兰第七届生态
文化旅游季上带着自家产品参展，希
望省内外游客能多欣赏都兰美景，品

尝特色美食。”马学良说。
都兰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

局副局长贾佳介绍，为激发消费活
力，本次活动共投入县级资金 5 万
元，组织 10 家农特产品企业参展，
提供 26 种奖品种类，并组织 5 名网
红达人通过趣味问答、互动游戏、现
场直播等多种方式销售和推介农特
产品。

品美食、赏非遗。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区，10 家非遗工坊，多名传
承人带着作品在现场集中展示。这
些产品涵盖了汉族剪纸、海西蒙古族
刺绣、凯木里格（毡袍）制作技艺、传
统马具制作技艺等，不仅具有浓郁的
地方特色，还展现了都兰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多样性和深厚底蕴。过往
行人穿梭在各个展台中，欣赏着一件
件精美的作品，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
力。

今年正值海西州成立 70 周年，
都兰县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
目标，探索“农体文旅商”产业融合
发展新路径，打响“柴达木粮仓”“高
原特色生态农牧业大县”等亮丽名
片，持续挖掘都兰底蕴、展示都兰形
象、讲好都兰故事。

以锦绣山水之美以锦绣山水之美
递一张都兰名片递一张都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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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 予
琴）7 月 26 日晚，以“感恩奋进七十载
锦绣都兰谱华章”为主题的都兰县第七
届生态文化旅游季在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都兰县盛大开幕。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隅，拥
有千年文化底蕴。诺木洪文化、农垦文
化、德都蒙古文化铸就了都兰独特的文
化脉络，热水墓群考古成果印证了古丝
绸之路青海道的繁荣。都兰县生态优
美、风光充沛、田野宽广、资源富集，拥
有现代化产业发展基础，先后建成国家
级、省级两个农业产业园和一个国家级
产业强镇，产业“四地”建设前景广阔。

此次生态文化旅游季以推进“农体
文旅商”产业融合发展为抓手，旨在打
造都兰夏季旅游黄金期金字招牌。旅
游季期间，都兰县将举办“民族团结杯”
运动会、“探秘丝绸南道 穿越锦绣都
兰”活动、第二届锦绣都兰赛马会、柴达
木枸杞采摘节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集中展示都兰特色高原生态旅游文化、
浓厚的民族民俗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
活力，让更多人了解锦绣都兰，进一步
提升都兰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都兰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宋志
刚在开幕式致辞中说，近年来，都兰县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荣 获 全 国 防 沙 治 沙 先 进 集 体 等 三 个

“国字号”殊荣。积极推动产业“四地”
建设，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2 亿元，多项
经济指标位于海西州前列，经济发展
呈现“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的态势。

都兰县第七届生态文化旅游季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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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张卫平
马晓君)7 月 26 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成立 70 周年新闻发布会在西宁
举行。发布会上，中共海西州委副书
记、州长乔亚群介绍了 70 年来海西州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
发展变化，海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政法委书记高永红和海西州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索昂旺毛分别向媒体
介绍了海西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有关情况和 70 周年庆祝活动筹备情
况。

记者了解到，以“感恩奋进铸就七
十载恢弘巨变，踔厉奋发续写新时代壮
丽篇章”为主题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将于 8 月 7 日
至 8 日在海西州府德令哈市举办，主要
安排工作汇报会和座谈会、祭奠革命先
烈、庆祝大会、70周年成就展、中央民族

歌舞团慰问演出、广场文艺演出、相关
调研 7 项重点活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
已基本就绪。

乔亚群介绍，海西州成立 70 年来，
全面建立河湖长制、林草长制工作体
系，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理实现全覆
盖，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显
著提高。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
达到 98.5%，国省控地表水断面水质均
达到或优于Ⅲ类，达标率 100%，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8%以上，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23 年，全
州地区生产总值上升到 828.19 亿元。
人均 GDP 增长到 17.6 万元，始终保持
在全省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到 95.14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到 129.72 亿元。盐湖产业稳步
发展，已建成全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
地和重要的纯碱、镁系化合物、锂盐生

产基地。清洁能源产业不断壮大，已
建成千万千瓦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全
州新能源装机 1908 万千瓦、占全省的
48.8%；清洁能源占上网电量的 100%。
生态旅游产业蓬勃发展，A 级景区 19
家，2023 年旅游人数 1700 万人次、旅游
收入 84.72 亿元。绿色有机农畜产业
提质增效，累计认证国家地理标志登
记产品 9 个，308 种产品入选“神奇柴
达木”优品库；2023 年全州枸杞种植面
积 41.4 万亩，干果总产量达 9.13 万吨，
已 建 成 全 国 最 大 的 有 机 枸 杞 种 植 基
地。冷湖天文观测研究基地累计引进
11 家科研单位 45 台望远镜，墨子巡天
等 4 台望远镜已投入科学观测，正在逐
步形成亚洲规模最大的天文观测研究
基地。

高永红介绍，海西州现有常住人
口 47.1 万人，有蒙古、藏、汉、回、撒拉

等 42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
的 34.5%。2005 年，海西州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
称号，2017 年、2022 年 2 次成功创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海西州积极
挖掘将军楼、莫河驼场、班禅行辕等红
色文化和爱国主义资源，传承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和“两路”精神，搜集抢救
了一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后推
出那达慕、智阁鲁如、农牧民运动会、
花儿会等传统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制
作《进藏驼队》《红柳》《天慕》等一批反
映海西州各民族团结奋进的优秀文学
影视作品，整理出版《海西州民族团结
进 步 教 育 读 本 —— 阿 吉 老 人》等 书
籍。深入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十项行动”，组织开展“走进亚运
会”“香港青少年·大美青海行”考察交
流等活动 20余次。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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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刺绣展示刺绣。。

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予琴

一 个 丝 路 南
线青海道上的重
镇、一个自驾者的
乐园、一个游玩的
绝美之地……这
里 便 是 位 于 青
海 省 海 西 蒙 古
族 藏 族 自 治 州
的都兰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