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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满野，奶茶飘香，人潮涌动，马声
嘶嘶。

日前，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
系列庆祝活动之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第24
届那达慕盛会——天堂河曲“天骄杯”传
统耐力赛马大会暨“最美草原”文化旅游
艺术节隆重揭幕，在这片有着“亚洲一流
青海最美”美称的地方，当蒙古包升起了
袅袅炊烟，牧人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欢
乐的一天。

清晨，天微微亮，河曲草原人头攒动，
身着节日盛装的草原各族儿女在腾格里
赛马场策马扬鞭，用蒙旗牧人的豪迈与热
情迎接八方宾客。看！在草原寒气逼人
的晨光里，那一碗碗热气腾腾、浓郁飘香
的牦牛奶茶，都满含他们对宾朋的敬意和
祝福。

当日上午9时许，高亢激昂的音乐响
起，国旗护卫队、国徽护卫队、会徽、会旗
方队、彩旗方队、民族团结方队迈着铿锵
的步伐而来，博克方队、“非遗”展示方队、
参赛马匹方队以驰而不息的“龙马精神”
迈向会场，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透出由
心流出的自信和豪放。恰同学少年，风华
正茂。由200名中学生组成的彩旗方队，
迎着朝阳、踏着晨露，阔步走进会场，朝气
蓬勃的他们，是蒙旗的未来和民族的希
望。在他们的身后，威武雄壮的博克方队
身披“卓德格”、脚穿“苏呼拉木”向前走
来，顿时迎来观众的一片欢呼。在一个个
整齐划一的方队里，最令人热血沸腾的莫
过于“非遗”展示方队。马蹄声声，马头琴
声悠扬，威风凛凛的骑手手持苏鲁锭、套
马杆、弓箭、龙头琴驰骋而来，草原马背文
化的粗犷、欢快一览无遗。10时一刻，河
南县第24届那达慕盛会正式开幕，此时
此刻，五彩礼花腾空绽放，欢呼声如潮水

般回荡在整个赛马场，让这里顿时变成了
欢乐的海洋。一台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
正式上演，嘹亮的歌声伴着悠扬的马头琴
声传遍草原，现场欢呼声四起。千百年
来，善良、勇敢的蒙旗牧人们，在蒙旗大草
原上，谱写了一个个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
朽传奇。

11时30分，随着栅门开启，十余位骑
手英姿飒爽，策马扬鞭，跨着俊秀高大的
河曲马，如一道道闪电风驰电掣般冲向赛
道。马的速度、马的神采、骑手的精湛骑
术令现场数万名观众和嘉宾为之震撼不
已，欢呼不止。

河曲马以极强的耐力著称，眼前正奋
蹄驰骋的河曲马，在宽阔的腾格里赛马场
跑了一圈又一圈，却不见马蹄有丝毫懈

怠，反而蹄声更急，在跨出终点线后，仍然
如同箭离弦，飞驰向前，似乎意犹未尽。
在赛马中夺魁，被牧人们视为无上荣耀。
赛场外，取得第一名的赛马和骑手被欢呼
雀跃的牧民们团团围住，纷纷送上祝贺的
话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特约记者 公保安加 马文莉）

本报讯（通讯员 河南宣）在庆祝黄南藏族自治
州成立 70 周年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第 24 届那达慕
盛会——天堂河曲“天骄杯”传统耐力赛马大会期
间，为全力做好活动志愿服务工作，河南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广泛招募党员干部、应届毕业
生、在校生以及广大群众，组成那达慕志愿者队伍
助力活动各项志愿服务，用他们炙热的汗水为河南
县志愿者形象增添靓丽色彩。

据了解，河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根据服
务岗位要求和服务具体内容做好青年志愿者招募选拔
前期准备工作，利用“美丽河南”微信公众号广泛发布招
募公告，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储
备40余名志愿者，为志愿者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并
召开那达慕志愿者动员部署会，对志愿者管理制度、志
愿服务工作指引、安全生产和礼仪接待等注意事项进行
强调和部署。活动期间，那达慕志愿者悉心服务、热情
周到接待游客嘉宾；严阵以待、尽职尽责做好乘车引导；
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完成现场秩序维护。工作之余，他
们还热情为游客宣传推广河南品牌和特色，以优质的服
务和无私的奉献展现河南县各族干部群众良好的精神
面貌，以文明的素养、包容的胸怀展示东道主的热情和
志愿者的风采，让永不褪色的志愿者实干精神、奉献精
神和社会服务能力在那达慕盛会绽放华彩。

本报讯（通讯员 同仁宣）好消息
传来！黄南州同仁市入围青海省第
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

据了解，历史文化名城是城乡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
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切实在城乡建
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
根据《青海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街区认定办法》等有关规定，经省
政府核定，同仁市、玉树市、海晏县、
湟源县为青海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
城。

接下来，同仁市将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的通知》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重要论述以
及来青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及
相关规定的要求，正确处理城乡建
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深
入研究发掘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内
涵与价值，明确保护的原则和重点，
健全长效机制，让历史文脉更好传
承下去。

“高个子、高鼻梁、黑眼圈、大波浪……”
这些词汇用来形容泽库羊再准确不过。在
泽库大草原上，“撞脸”大熊猫的泽库羊，是助
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大宝贝”。

夏季，大地铺上了绿地毯，羊群如珍
珠洒落其间，牧羊人跟在羊群后面，悠闲
地甩着皮鞭。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
库县是一个纯牧业县，全县共辖4镇3乡
64个牧业行政村，草场面积978.79万亩，
平均海拔 3700 米。近年来，泽库县立足
实际，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藏羊产业，
提升藏羊产业发展水平。为确保泽库羊
品质，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2017 年，
泽库县成立泽库羊保种、繁育与推广为主

的良种繁育场，使泽库羊的选育和培育工
作步入正轨，对东部和中部区域核心区内
的泽库羊进行选留、组群，并组建了泽库
羊核心群。

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泽库羊”地方
遗传资源，泽库县于2019年申请鉴定“泽
库羊”录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并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被认定为国家“十
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泽库羊”成为当
地发展生态畜牧业的金字招牌，也成为广
大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立足
资源优势，泽库县和日镇吉龙村于 2015
年成立了合作社，走专业化养殖道路。

2022 年，吉龙村（泽库羊）成功入选第十
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目前，我们合作社有4370多只泽库
羊，共有20多人参与放牧等合作社的生
产运营工作。”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
库县和日镇吉龙村生态有机畜牧业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多杰吉布说。多杰吉布告
诉记者，合作社成立至今，通过牛羊养殖
以及羊毛被加工等产业，总共分红305万
元。“目前，合作社共有4370多只泽库羊，
今年已经出栏 1300 多只，秋天预计还可
出栏 700 多只，剩下的都在为‘万只羊基
地’做准备。”

距离合作社养殖间不远处，泽库羊万
只羊培育基地和保种基地正在加紧建设，
预计今年底竣工。和日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薛向顺告诉记者，泽库羊的品质优良、
品牌响亮，许多周边县市乃至外地的客商
都慕名前来购买。“为保护好泽库羊品种
资源，扩大养殖产业规模，我们在现有的
养殖基础上，在吉龙村打造了万只羊培育
基地和畜禽保种基地，从而保护和推动泽
库羊产业取得高质量发展，提高牧民群众
的收入。”薛向顺说。伴着咩咩的羊叫声，
泽库羊尽情享用青草，膘肥体壮，牧民群
众的“大宝贝”长势向好，泽库羊产业也将
越走越宽，越走越好。（特约记者 汪晓青）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芝芬）八月的泽曲，草地上散
布着成群的牛羊，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芳香，8万泽库
儿女身着节日盛装，手捧圣洁的哈达，以最纯净的笑容
喜迎八方来客。8月6日，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
年系列庆祝活动之泽库县首届游牧民俗文化旅游节暨
八月草原盛会开幕式在泽曲草原隆重举行。

上午9时30分，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
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礼
炮响彻云霄、彩烟四起，泽曲草原一片欢腾。伴随着欢
呼声，极具草原特色的开幕式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以

《盛装迎盛世》《高原赞歌》《和谐家园》《再唱山歌给党
听》为代表的弘扬泽库文化、民族团结、歌唱祖国等主
旋律的节目深受党员干部及牧民群众的喜爱，大家沉
浸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同感受这场独具特色的“文
化盛宴”带来的激情与喜悦。

据悉，泽库县首届游牧民俗文化旅游节暨八月草
原盛会，是时隔17年泽库县委、县政府举办的规模性、
群众性盛会，也是庆祝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
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活动期间将举办传统赛马、赛牦牛、举沙袋、拔河
等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及畜种评比活动，开展泽库70年
成就展、画展和特色产品展及音乐专场晚会、民歌大
赛、挤奶大赛、锅庄晚会、烟花秀等系列特色活动，充分
展示草原传统游牧民俗文化，展现各族儿女团结向上、
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最美草原迎来最热闹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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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华彩绽放华彩！！
““志愿红志愿红””点亮那达慕盛会点亮那达慕盛会

这是一场时隔这是一场时隔1717年的草原盛会年的草原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