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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地处黄河
之南而得名，九曲黄河第一湾在这里拐
弯。黄南建州于1953 年，辖同仁市、尖扎
县、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一市三县
共有28个乡和7个镇。州府所在地同仁市
是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近年来，黄南州牢牢把握“三个最大”
省情定位，始终坚持生态立州战略，全面
建设“山水黄南”，成为全省首个荣获“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市州。全州
1.82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占三江源自
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5.59%，是“中华水塔”
重要水源涵养地。自治州矿产资源丰富，
主要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铅等25种，已
建有同仁双朋西金矿。野生动物主要有
藏羚羊、白唇鹿、麝、水獭、雪鸡等。野生
药用植物主要有冬虫夏草、大黄、雪莲等，
且利用本地药用植物制作的药物在省内
外享有盛名。

黄南历史悠久，资源富集，资源类型
全、品位高、存量大、特色浓，唯一性和不可
复制性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和生态
旅游发展资源尤为突出。黄南有被国家体
育总局授予“中国民族射箭之乡”称号的尖
扎县，这里有以丹霞地貌闻名于世界的坎
布拉国家森林公园，是记录青藏高原隆起、
气候演变、黄河发展等地质地貌的万卷
书。离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不远的地方就
是世界上最大的双排机水电站——李家峡
水电站，夏秋时节游客可在湖中泛舟、垂
钓，冬春季节可观赏高原雪景，它给美丽古
老的坎布拉风景区增添了一处特有的高原
人文景观。

黄南还有座城市叫同仁，藏语称热贡，
意为金色谷地，梦想成真的地方。它是近
代藏学界一代宗师根顿群培的故乡，根顿
群培是藏族史上的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启

蒙思想家和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在博
学思辨的影响下带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爱
国志士。在这里，村村有寺院，户户有佛
堂，被誉为安多藏文化原生地。在这古老
而灵性的土地上，孕育出的魅力热贡，吸
引着国内外众多旅游者和文化研究者慕
名而来。

同仁市以南就是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
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核心区之一——泽库
县，泽库位于森林和草原的过渡带。山峦
绵延，蜿蜒起伏，山谷交替，地貌复杂，是夏
季生态旅游的好地方。泽库县拥有着被誉
为“世界石书奇观”的和日寺石经墙，石经
上镌刻有大小佛像、图案、佛教故事画等
2000余幅，字体清晰工整，绘画精美舒展，
皆为不可多得的石刻艺术品。

黄南还有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
县——河南县，俗称“河南蒙旗”，在 700
多年前，有一群人停住了跟随忽必烈南
征的脚步，在这片草原上支起了蒙古

包。随之也将各地的优良马种带入了河
南，进而也培育出了“皇室坐骑河曲马”，
与河曲马媲美的欧拉羊也是名扬青海。
仙女洞也位于此，圣湖面积约 5000 平方
米，湖水深约 1 米，蓝如宝石，清澈见底，
在离圣湖不远处，有 51 个天然溶洞，其
中最大的溶洞是位于吉岗山尼康沟的天
然溶洞，洞中有许多石柱，人称此洞为

“八十根金洞”。每逢节日，当地人都会
专门来到圣湖朝拜，竖起旗帜，挂上哈
达，这里神秘而庄严的气氛会慢慢展现
出来。

“西域胜境·神韵黄南”是黄南州的旅
游形象宣传口号。走进黄南，在独特文化
的沐浴下，欢快的锅庄，会让你忘记旅途的
艰辛和疲倦，不断感受神秘和多样，探索历
史文化，获得精神慰藉。热贡艺术的故乡，
美丽无限的风景，吉祥的文化之地，微笑如
雪山，宽广的感情，西域胜境·神韵黄南，欢
迎您的到来！ （通讯员 黄南宣）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日，在第二
届全国自驾俱乐部大会暨湖南自驾旅游发
展大会中，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荣获“2022

‘驾游中国’最受欢迎全国自驾旅游目的
地”荣誉称号。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湖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永州市人民政府、全联旅游业商会主
办，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600多名自驾嘉
宾，60余家外省、市级协会，300多家全国
自驾俱乐部及全国各地500余名自驾游客
参加大会。

“天下黄河、云上丹霞”，坎布拉国家地

质公园集赤红的丹霞地貌、神秘的藏传佛
教、清清的黄河百里画廊、古木参天的原始
森林于一体，是另一面的青藏高原，也是青
海唯一的世界地质公园候选地。公园内的
隆务峡是将印支运动期完整记录的地质教
科书，麦秀火山是研究古火山地质地貌的
天然实验室，极具国际性研究价值。自驾
坎布拉旅游，一路俯瞰黄河、归野密林、纵
情丹霞、沉浸藏族民俗，体验极致的山地驾
驶乐趣。

此次活动为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自驾
游产品提供良好的平台，有利于激发坎布
拉自驾游市场活力，助力坎布拉申报世界
地质公园，提升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品牌
魅力。

热贡公司作为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经
营主体，下一步将持续加强与政府沟通，积
极监测入园公路路况，推进坎布拉酒店建
设，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为自驾游提供贴心
保障。

走在“石刻之乡”泽库县和日镇，一场
历史与现代的“交响曲”正在奏响。随着高
原美丽城镇建设的脚步日渐加快，昔日的
村庄焕发出新的活力。崭新的乡村道路、
整洁的村社人家、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放

眼望去，一幅新时代高原美丽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近年来，泽库县把城镇建设摆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紧紧围绕高
原美丽城镇示范效益目标，积极谋划推进
和日镇美丽城镇建设，为加快建设具有高
原特色典型城镇持续发力。

泽库县及时成立了和日镇高原美丽城
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基础设施建设、城
镇功能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作为工作重点，
围绕打造公路经济目标，重点对镇内区域
格局、街巷空间、建筑风格、店铺招牌、沿街
立面、景观小品、公共标识等方面全面编制
总体规划，为全面推进高原美丽城镇建设
奠定了基础。多次开展实地调研指导，全
面深入梳理“高原美丽城镇”深刻内涵，确

保规划合理、特色鲜明。建立工作跟踪督
查和定期通报制度，对项目前期、招投标、
施工进度等重点环节进行督查，加速项目
建设攻坚克难，促进和日镇高原美丽城镇
建设项目有序实施，进一步推进了区域经
济发展和特色小镇的建设，完善了基础设
施功能和城镇路网。

为进一步实现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
善，积极推进高原美丽城镇及既有渠道项
目建设力度，加快整体规划的实施步伐，基
础环境持续提升，产业经济加快发展，将为
促进本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
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和日镇高原美丽城
镇项目的建设，将惠及牧户约 5000 户
26000 人，成为泽库县又一项惠民造福的
民心工程。 （通讯员 泽库宣）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日前，第六届中华职业
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现场总决赛落下帷幕。经大
赛评定，黄南州职业技术学校报送的《基于传统热贡
艺术与防水透明唐卡的创新研发》项目荣获“中职
组”一等奖。这也是本次大赛中青海省大、高、中职
院校5个获奖项目中唯一的一等奖项目。

《基于传统热贡艺术与防水透明唐卡的创新研
发》由州职校工艺美术部扎西、桑杰尖措、尕藏吉等
教师指导和协助，由华毛措等5名学生组成的“扎西
德勒”团队共同完成，项目通过制作工艺、颜料配方
的创新研发，突破了唐卡作品在潮湿、暴晒等环境下
的保存难题，为唐卡售运推广起到积极作用。

据悉，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由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指导，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是
促进职业院校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代表着全
国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最高水平。全国30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送347个项目（其中，中职
组119 个、高职组120 个、本科组108 个），1000 余人
参赛，138个项目入围总决赛，涉及农林、畜牧、食品
及相关产业类、文化创意、机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等多个领域。

本报讯（通讯员 尖扎宣）近日，尖扎县第七届
“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暨达顿文化活
动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市举办。

自 2007 年尖扎县举办第一届五彩神箭射箭邀
请赛至今，“五彩神箭”逐步成为射箭爱好者展示技
艺的交流盛会和全国三大国际传统射箭赛事之一，
并正在形成具有浓郁高原特色的国际体育品牌。

据了解，本届“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
请赛将迎来国内外共计121支代表队、1729名运动
员报名参赛，赛事设置了传统角弓20人组、反曲弓
20 人组、复合弓 20 人组，现代传统弓 5 人组 4 个项
目。尖扎县位于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距离省会西
宁100公里，处于环西宁1小时旅游经济圈、西宁市
至九寨沟景区的旅游黄金走廊中，地理区位优势明
显，境内有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多彩的人文资源。

近年来，尖扎县深入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
“四地”建设，全力惠民生、谋发展、守团结，先后荣获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等多
项国字号荣誉称号，并屡次在国家及省级乡村振兴
考核、绩效考核中赢得佳绩。该县德吉村、来玉村等
村先后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中国最美
休闲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国家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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