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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添福）2月2日，
农历正月十二，海东市举行“百龙千狮闹
新春”暨河湟传统社火集中展演，有威风
锣鼓、灯官赐福、舞龙、舞狮、高跷、亭子、
秧歌、安召舞、丑角“瓜娃子”……

当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海东市六
县区选送的社火，尽显当地传统社火的
家底和精髓。河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具有地域文化的
独特性、历史文化的厚重性、民族文化
的融合性、民间文化的多元性、生态文
化的立体性。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河流
经海东市，海东市是河湟文化的发祥
地、核心区和承载区。“举办‘百龙千狮
闹新春’暨河湟传统社火集中展演活
动，旨在以社火这一氛围浓厚、特色鲜
明，且在河湟谷地独具影响力的春节传
统喜庆活动，充分展现独特的河湟历史
记忆和文化魅力。”海东市副市长王青沛
说。

本次展演，海东六县区选送的百龙、
千狮表演，自是主角。按当地传统，春节
期间舞龙、舞狮，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来自海东市乐都区高约一层楼的
高跷和亭子（也称高台、铁芯子）表演，堪
称“高空艺术奇葩”，令人叫绝，其尽显河
湟传统社火的高空技艺之最、传统艺术
之美。 所谓亭子，其下有台板支撑，台板
上是特制的两三米高的细长木杆或铁
杆，将装扮传统戏剧人物的孩童，绑在以

刺绣、剪纸等伪饰的高台上，形成高、悬、
妙、奇特点，来讲述传统戏剧故事。其
中，来自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老鸦社火
总队的亭子，因刺绣、剪纸等艳丽、精致
而著称。

“我们每架亭子中，演员都是三四
岁的小孩。将他们绑在亭子上，扮上
相应角色，演绎传统历史典故、展现传
统人物。”老鸦社火总队亭子组的负责
人 余 长 元 说 。 当 地 的 吴 睿 涵 今 年 4

岁，第一次参加亭子表演。吴睿涵的
母亲在亭子下面精心呵护，“过年了，
我们也想让孩子体验一下这项传统文
化项目。”

据悉，本次展演系“青海年·醉海东”
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王青沛表示，当
地春节期间举办的“青海年·醉海东”系
列活动，将进一步增强河湟文化生命力、
传播力、影响力，让新时代河湟文化焕发
新机。

海东：社火表演闹新春 传统民俗年味浓

本报讯（特约记者 巴迎桂）自入冬以
来，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以“暖
冬行动”为抓手，以冬春季传统节日为节
点，突出冰雪文化、乡土年味、传统文化3
大元素，扎实开展特色文旅惠民活动，活
跃冬春季文旅市场，丰富群众节日文化
生活。自“暖冬行动”开展以来，互助县

共接待游客 7.09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4.53亿元。

据了解，互助县成功举办海东市
冬春季文化旅游活动暨互助县彩虹冰
雪文化旅游季启动仪式，积极打造互
助土族故土园彩虹部落、卓扎滩原生
态旅游景区冰雪文旅基地，推出滑雪、

雪地摩托、冰上卡丁车、空中热气球等
30 余个冬季娱乐项目，创新开展景区
冬游、民俗歌舞展演、旅行达人采风创
作及传统民俗手工宫灯展等 8 项文旅
活动，紧盯“青海年·醉海东·彩虹故乡
迎新春”系列活动节点，通过线上直播
带货+线下专柜销售相结合的方式，积
极销售土族盘绣、服饰等文创产品及
东沟馍馍、土榨菜籽油等农特产品，为
广大游客提供集“住温馨民宿、品特色
美食、看民族歌舞展演、购农特产品”
于一体的文旅消费服务，着力将冰雪

“冷”资源转化为旅游“热”产业，吸引
了省内外众多游客。

同时，互助县创新演播方式，通过现
场演出+线上直播等方式，成功举办了
2023 年互助县“花儿”迎春晚会、迎春戏
曲晚会、迎春大联欢等“青海年·醉海
东·彩虹故乡迎新春”系列活动 3 场次，
观看人数累计达37.5万人次。成功举办
了以跳土族安召舞、品青稞酩馏酒、尝
土族传统美食、赠土族盘绣及香包等互
助特色为主要内容的 2023 年全国“村
晚”示范展示活动——互助班彦“村
晚”，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 App、微信公
众号、央广网等8个平台线上同步直播，
用一场原生态、接地气、有品质的民族
文化盛宴，有效宣传了互助文旅品牌，
增强了群众的文化自信，提升了群众的
幸福感。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富生）“乡村要振兴，离不开
产业支撑”。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供销联社牢记为
农服务宗旨，聚焦为农服务主责主业，以进一步深化
供销社综合改革为契机，不断提高优势特色产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凝聚起强大“供销”力量，助力乡村产
业振兴。

按照“农民外出务工，供销社为农民打工”的思
路，乐都区积极探索土地托管新模式，采用统一机
耕、统一施肥、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方
式，全方位帮农民种地，2022 年累计完成土地托管
2267公顷，测土施肥4533公顷、统防统治4533公顷、
农机作业服务4533公顷。

冬春季节，乐都区不断强化对农资市场的监督
管理，严把农资进货质量关，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
产品，加强农资供需情况监测调度和调剂调运，落实
农业生产资料运输“绿色通道”政策，提高物流配送
效率，确保农资及时送达田间地头，调拨各类化肥
4927吨。

全面提升供销系统效能，构建基层供销社、村级
综合服务社、专业合作社新格局，2022年恢复和新建
基层供销社19个，覆盖率达100%；吸纳组建村级综
合服务社280个，覆盖率达80%，新领办、创办农民专
业合作社26家，全年销售总额达4.5亿元，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117%，较去年同期上升21%。

依托乐都区供销联社龙头企业农产品销售优
势，积极开展“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强化市场信息
的收集发布、分析研判和预测预警，为101家机关和
学校、210家超市配送蔬菜和杂粮，累计完成农产品
销售3183万元，取得了农民增收、消费者满意、超市
盈利、多方共赢的良好效果。

本报讯（通讯员 民和宣）“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
之计在于春”，为切实做好民和县2023年春耕备耕工
作，民和县农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将春耕备耕工作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
中之重进行安排部署，做到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
为全年农业丰收起好步。

据了解，2023 年全县计划总播种面积 66.13 万
亩，其中调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50.6万亩（小麦10.6
万亩、玉米30万亩、马铃薯10万亩），蔬菜作物面积4
万亩，油料作物面积8万亩，药材1万亩，其他作物面
积2.03万亩。全县春播工作预计2月8日从马场垣
乡下川口村和官亭镇的河沿村、赵木川村开始由南
向北陆续进行。

县农科局积极协调各农资经营单位，及时调运
储备春耕备耕生产所需的化肥、籽种、农药等物资。
2023年春播期间各类化肥预计需求量为7万吨，农
药需求量12吨，种子需求量1.8万吨。目前，已调运
储备各类化肥1000万公斤（有机肥600万公斤、尿素
80万公斤、二胺300万公斤、小化肥20万公斤），供应
农膜210万公斤；各类良种114.86万公斤（脱毒马铃
薯种薯80万公斤、玉米3万公斤、小麦30万公斤、油
菜1.76万公斤、其他0.1万公斤）；农户自留串换良种
1500万公斤（脱毒马铃薯种薯1400万公斤、小麦100
万公斤）；农药 0.5 万公斤，不足部分正在联系调运
中，货源充足，完全能保证全县春播需求。

本报讯（特约记者 巴迎桂）今年以
来，海东市农业农村局为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
手，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
总路径，推进转型升级，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全力抓好生态保护和人居环境整
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进
程，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
撑。

据了解，2023 年海东市力争完成
粮、油、菜各播种12.87万公顷、4.95万公
顷、2.11 万公顷，产量分别达到 52 万吨

以上、12 万吨以上、71 万吨以上。牛、
羊、猪、家禽存栏分别达到 39.77 万头、
168.76 万只、42.65 万头、100 万只，出栏
分别达到 20.76 万头、104.42 万只、42.98
万头、71.94万只。肉、蛋、奶产量分别达
到 8.23 万吨、1 万吨、4.97 万吨。计划实
施旧棚改造1445栋。完成良种繁育、示
范、展示基地建设 5000 公顷，争取各类
财政资金 13.3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2亿元。

同时，持续推进输出地建设，重点谋
划推进四大特色产业基地，逐步推进千
吨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建设，扶持陆基

养殖扩大规模，打造“高原冷水鱼”品牌，
年产高原冷水鱼1000吨以上。建设万吨
禽蛋生产基地，支持企业进行提档升级
改造，扩容增产，建立“企业+基地+农户”
模式，力争产能达到100万只，蛋产量达
到 1.2 万吨。推进万吨食用菌产业基地
建设，建立菌种生产基地，力争年生产食
用菌266.67公顷，产量达到1万吨以上。
推进6666.67公顷青稞产业基地建设，支
持建设良原种繁殖基地、商品生产基地，
开发青稞多元化产品。同时，加快青海
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项目建设，力
争明年年初投入使用。

互助冬季旅游实现收入14.53亿元

乐都凝聚乐都凝聚““供销力量供销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海东今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将达20万公顷

民民和县和县

全力保障春耕备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