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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5月15日，
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委统战部指
导，黄南州委、州政府主办，黄南州委宣
传部、青海省互联网新闻中心承办的
2023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行进
黄南看发展”全国重点网络媒体青海黄
南行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采访活动将深入黄南
州同仁市、尖扎县、泽库县、河南县采访
报道，多渠道、多角度、多形式全面展现
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年，特别是新时
代10年来，在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乡村
振兴、加强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的巨
大成就。

地处青海省东南部的黄南州，是青
甘川三省交界地区，因位于黄河上游第
一湾南部而得名。1953年自治州成立以
来，在1.8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藏、汉、

蒙古、土、回、撒拉、保安等各族人民唇齿
相依、休戚与共。7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
策的光辉照耀下，黄南州经济建设从落
后走向进步，社会事业从封闭走向开放，
人民生活从贫穷走向殷实。

黄南州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州，是典型的多民族和睦相处、多文化融
合发展的地区。黄南全境属国家三江源
自然保护综合实验区，被命名为第五批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黄南文化旅
游资源丰富，被批准为国家藏羌彝文化
产业走廊核心区和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
保护区。黄南绿色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是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
示范州，是全国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国
家级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是青海省打造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要地区。

黄南州委宣传部部长宋辉说，党的
十八大以来，黄南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工作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砥
砺奋进，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

“四地”，全面建设“山水黄南”，高质量推
进“三区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
打造共同富裕的黄南样板。今天的黄
南，山清水秀、生机勃发，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今天的黄南，在全省发展方阵中往
前走、上台阶、作贡献的态势越来越强
劲，发出了小州也有大作为的铿锵之音，
高质量发展之路展现出广阔前景；今天
的黄南，各族群众生活更加殷实、更加美
满、更加幸福，正信心满怀朝着共同富裕
的目标迈进。宋辉表示，希望记者朋友
们走进黄南、感知黄南，发挥各自媒体优
势，宣传黄南改革发展的新成果、展示黄
南乡村振兴的新气象、描绘山水黄南的
新画卷、讲述黄南民族团结的好故事，凝
聚万众一心建设现代化新黄南的磅礴力
量。

人民网记者马可欣说：“此次‘行进
黄南看发展’采访活动，为我们深入了解
黄南州成立 70 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提供了一次契机，也为我们共同书写‘山
水黄南’故事提供了一个平台。希望通
过此次采访活动，与媒体同仁们一道采
写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好
作品，将黄南的好故事、好声音传播得更
广、更远。”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记
者慕嘉烜说：“黄南是发展的热土，更是
新闻的富矿。”大象新闻将充分发挥主流
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将黄南州70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民族
团结、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跨越
式发展故事讲好、宣传好。

走进黄南感知黄南宣传黄南

沐浴夏日的暖阳，穿行在黄南州同
仁市保安镇幽深的街巷里，脚下的青色
石板和两面栉比相连的土黄色院落，还
有一步一景的文物遗址……若不是那条
由村口延伸的柏油路、如织的车流和喧
闹的商业街，定能给人带来“穿越时空”
的错觉。

“保安镇人文景观和文化资源非常
丰富，从事剪纸、书画等艺术创作的民间
艺人也很多，开发文化旅游大有可为。
这些年来，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乡村
建设上，让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跟上来。
下一步，将继续发挥优势，在文化旅游和
设施农业这两篇‘文章’上下功夫。”黄南
州同仁市保安镇党委书记赵菊萍介绍，

“保安”的地名由来可追溯至明朝洪武年
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如今，这一
特色文化已演变为保安镇对外展示的窗
口和推动乡村振兴的主引擎。这些年
来，保安镇将主要精力用在乡村建设上，
整合 4100 万余元资金，落实了污水处
理、传统村落保护建设、美丽乡村建设、
电力改造、厕所革命、道路硬化等 11 个
项目，为打造古镇旅游、实现乡村振兴夯
实了基础。

“去年，我们积极对接相关部门，争
取落实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高原美丽乡
村建设、厕所革命、农房提升、乡村振兴

示范村、污水管网等16个项目。”保安镇
城内村党支部书记贾有林说，城内村、
城外村也从“脏乱破旧”、人烟稀少的

“空心村”，逐渐蜕变成了人人安居乐
业、个个返乡创业的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谈起产业发展，贾有林介绍，保安
镇确立了“一特二区三地四游”的产业
发展思路。“一特两区”就是发展以驴、
山羊、生猪、蛋鸡等为主的特色养殖业，
紧抓建设高铁物流园区、绿色产业园区

的有利契机，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
业，将保安镇打造成全州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三地”是充分利用黄果、
粮油、蔬菜三个生产基地，将保安打造
成全州“菜篮子基地”和“农业技术示范
基地”；“四游”即结合保安镇优美的自
然环境、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
人文资源，将保安镇打造成全州生态文
化旅游目的地。

（通讯员 同仁宣）

本报讯（通讯员 河南宣）近日，由青海省黄南州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县文化图
书馆承办、各乡镇文化站协办的 2023 年首届河南蒙
古族自治县非遗美食展示展览比赛在成吉思汗广场
举行。

据了解，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县5家企业及10位非
遗传承人参加。比赛设企业和个体户组、非遗传承人
（分红食、白食）组，进行组内评比，为节约时间，参赛人
员预先加工好食品，在现场指定展台候评。参赛选手
们统一身着民族服装，拿出一道道别致的大餐呈现在
美食展台前。香味诱人、丰富多样的美食带给现场每
个人视觉与味蕾上的双重享受。各位评委对每个参展
美食逐一进行品尝，根据口感、色泽、外观、营养价值以
及摆盘等标准采取现场打分，经过评委们的认真品鉴，
为各个组别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和优秀奖4名。

本次非遗美食大赛的举办，是为提高人民群众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挖掘和弘扬河南蒙旗美食文
化，活化传承非遗美食资源，进一步展现非遗的独特魅
力和现代生活价值，激励广大群众运用传统美食类非
遗项目来创业就业，发展产业带动经济，推进乡村振
兴。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日，生态志愿者才项南
加在河南县优干宁镇泽曲河畔记录到 17 只黑尾塍
鹬。黑尾塍鹬是中型涉禽，体长 36 厘米—44 厘米左
右。嘴、脚、颈等较长，是一种细高而鲜艳的鸟类。嘴
长而直微向上翘，夏季头、颈和上胸栗棕色，腹白色，胸
和两胁具黑褐色横斑。头和后颈具细的黑褐色纵纹，
背具粗著的黑色、红褐色和白色斑点，尾白色具宽阔的
黑色端斑。冬季上体灰褐色、下体灰色，头、颈、胸淡褐
色，亦容易辨认。

黑尾塍鹬在中国主要为旅鸟，栖息于平原草地和
森林平原地带的沼泽、湿地、湖边和附近的草地与低湿
地上。单独或成小群活动，冬季有时偶尔也集成大
群。主要以水生和陆生昆虫、昆虫幼虫、甲壳类和软体
动物为食。

据青海省国家公园观鸟协会会长王舰艇介绍，黑
尾塍鹬是“旅行者”，春季迁徙经过我国，到欧亚大陆北
部繁殖，越冬于南非、中南半岛等地，往南到澳大利亚，
所以我们称它为旅鸟。它是鸟界优秀的“舞蹈家”，经
常成群在水间起舞，流线型的身体和细长的飞羽极具
灵活性，舞姿曼妙，在沼泽或湿地间呈现了一场场精彩
的舞会。每年在迁徙季节，黑尾塍鹬会出现在候鸟的
迁徙地，在青海西宁市的北川河、海南州的更尕海都曾
有过记录。

本报讯（特约记者 童宣）记者从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政府办获悉，5月
13日，“热贡艺术（唐卡）北京推广中心”
在北京798艺术区授牌，意味着热贡唐
卡在国内最负盛名的文创地标有了展
览、宣传、交易及文创产品开发的平台。

热贡唐卡是同仁市“热贡艺术”重
要组成部分，经过不断保护传承及发展
变迁，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及地域风格特
征和丰富包容的文化内涵。热贡唐卡
构图饱满、色彩艳丽、线条优美、图案繁
密。作为中国文创园的“鼻祖”，位于北

京东四环外的798艺术区拥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400余家文化机构和百余个
知名艺术家工作室，是中国文化艺术的
展览、展示中心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
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近年来，作为“热贡艺术”之乡和我
省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同仁市
一直把做大做强热贡文化产业作为重
要工作之一。此次“落户”798艺术区以
热贡文化的代表之一——唐卡作为突
破口，正是该市进一步借助国内顶级平
台全面宣传热贡文化的实践。

热贡唐卡北京推广中心在北京798艺术区授牌

同仁市同仁市：：为乡村振兴着墨添为乡村振兴着墨添““彩彩””

成群成群黑尾塍鹬黑尾塍鹬

现身泽曲河畔

河南河南县县：：

非遗美食首秀“迷”人眼“惹”人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