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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记者日前从海东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文化和旅游部
近日推出 2023 年第二期“乡村四时好风
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143条，其中，
青海入选2条线路，分别为：“七彩互助研学
之旅”“回顾千年历史 体验民俗文化”之旅。

据了解，文旅部今年推出的第二期“乡
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通
过“农耕返璞”“茶香萦怀”“诗意栖居”3个分
主题，将乡村中的农耕活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村落、文物古建等文
化资源融入乡村旅游产品和线路，推动乡村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让广大游客领略农耕

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让中华优秀传
统农耕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滋养人心、润泽社会。

海东市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七彩互助研
学之旅”入选“农耕返璞”主题线路，全面展示
全国唯一一个土族自治县独有的民族文化、
高原自然风光和土族人民脱贫致富新面貌。

“回顾千年历史 体验民俗文化”之旅入
选“诗意栖居”主题线路，以展示河湟文化
为主题，全面展现河湟地区的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让游客深入感受河湟文化魅力。

七彩互助研学之旅行程路线：五十镇
班彦新村→彩虹部落土族园→北山国家森

林公园浪士当中心景区。互助县是全国唯
一一个土族自治县，土族民族文化资源丰
富，自然风光优美。其中，彩虹部落土族
园、班彦新村、北山景区突出了土族独有的
民族文化、高原自然风光和土族人民脱贫
致富新面貌。

“回顾千年历史 体验民俗文化”之旅行
程路线：河湟文化博物馆→青海柳湾彩陶
博物馆→瞿昙寺→喇家遗址博物馆→永录
民俗博物馆。

本条线路以展示河湟文化为主题，全
面展现河湟地区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让游客感受河湟文化魅力。

本报讯（通讯员 海报）今年以来，海东市科技
创新工作紧紧围绕“五个新海东”建设，落地一批
重点科技项目，培育一批科技创新企业，认定一批
技术创新成果。目前全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23
家、科技型企业 69 家、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 2
家，建成国家级科技创新孵化器1个、国家级众创
空间1个、省级众创空间4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7个、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1个、省级农
业示范园区6个、国家级星创天地1家。

科技创新发展方面，青海中钛青锻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成功申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制
造技术与重大装备”重点专项“航空发动机高品质
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成形工艺与示范”项目，获得
国家支持资金4500万元。共争取各类省级科技项
目16项，争取资助资金511万元。同时，还申请95
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组织实施了16项东西部协
作医疗卫生科技项目。目前，已验收完成5项，剩
余11项争取在9月底前全部验收完成。

人才支撑方面，海东持续选派223名科技特派
员，做优做强25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成功申报乐
都区《食用百合繁殖及高产栽培技术示范》等专项
13 个，争取项目资金181 万元。建立示范基地50
个，服务带动农户 2360 户，引进优良农作物新品
种、畜禽良种、林业新品种180种，示范推广种植、
养殖、栽培等各类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90项，举
办科技培训班、讲座 240 场次，培训农牧民群众
5000人次，有效激发了基层创新活力，做好农业科
技的传播者、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交流合作方面，深化与省内外科技部门的交
流合作，充分发挥科技部门的科技优势，服务地方
创新发展。与江苏省无锡市科技局、江苏省科技
厅生产力促进中心开展对口交流活动，就科技创
新、“高原畜禽科技超市”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交流，下一步将通过协同引进重大
科技创新平台、重点产业项目，构建协同有序、优
势互补、科学高效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与西宁
市科技局联合成功举办西宁、海东与省垣科技资
源合作交流会，通过搭建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促进
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推动西宁、海东一体化发展。
并促成平安佳隆富硒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青海大
学农牧学院合作开展的“海东规模化鸡场主要疫
病防控综合技术研究”等项目成功签约，合作的达
成，凝聚了骨干企业、科研院校、服务机构等社会
力量，推动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形成了科技成果
高质量本地转化的新实践、新探索。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晓娟）时至初秋，
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尕楞藏族乡迎来
了收获的季节，村民们忙着收割、采挖，处
处都是一幅丰收的图景。

尕楞，藏语意为“长柱子”，因境内存有
两条自然形成的近似于柱子的岩石而得
名。尕楞乡地处偏远山区，境内没有省道
或国道经过，交通不便一直是掣肘尕楞乡
发展的重要因素。经县城到尕楞乡，沿途
要经过一座座山，上山再下山，18个崎岖的
转弯后才能到达尕楞乡政府所在地。

虽然这里山峦重叠，沟壑纵深，但这里
却是海东市第二大国有林场的所在地。无
论在田间还是在村庄，抬眼就能看见茂密、
葱茏的森林。目前，尕楞乡森林总覆盖面
积为9333公顷，森林覆盖率达55%，草山面
积为4000公顷。

被绿水青山环抱的尕楞乡人民，自然
深切地知道青山带来的好处。

“你看眼前的这片林地就是我们 2019
年用十几天时间栽植的，现在已经长大了不
少。”尕楞乡建设堂村党支部书记拉加才旦
指着河道两岸被铁栅栏围起来的林地说，那
一年，全村每天有100多人参与劳动，将这片
占地约13.3公顷的河床变成了林地。

流经建设堂村的这条小河没有确切的

名字，拉加才旦只知道它的上游是循化县
岗察藏族乡，流经尕楞乡和查汗都斯乡后
汇入黄河。

“把河床变成林地，是建设堂村这十几
年来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面对眼前
绿意葱茏的林地，拉加才旦满是感触，忍不
住对记者讲起了13年前的建设堂村。

2010 年，建设堂村村委会就在小河旁
边，村委会旁还居住着 20 多户村民，那一
年，接连下了3次暴雨，小河变成了大河，有
天晚上，河水直接涌进了村委会旁边的20
多户村民家中。“我们家原本也在那边，那
一晚下暴雨的时候我就没睡着，听着洪水
的声音很大，出去一看已经有邻居在打着
手电筒求救了。”拉加才旦说，他的家也在
那次受灾的范围内，整个夜晚，他和几个年
轻人都在营救被困在洪水中的村民。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尕楞乡党委政府
将受灾的20多户村民全部转移安置到了村里
别的地方，河道也因为那一年的洪水冲击而
变宽了不少，河床的石头也比以往更多了。

虽然村民们都安全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家也重新建好了，但那次洪水给大家留下了
阴影。此后，包括拉加才旦在内的许多村民
都在思考如何将自然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2019 年，经尕楞乡党委政府与建设堂

村村“两委”班子的积极申请，循化县林业
部门发放了2万株灌木、1.7万株树苗，建设
堂村全体村民利用春季的十几天时间，将
宽宽的河床变成了林地。

那一年，拉加才旦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
但他清楚地记得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每天都
有很多人加入到植树造林的行动中，搬石头的
搬石头，挖坑的挖坑，短短十几天时间，灌木和
小树苗就将这里装扮得与从前不一样了。

记者在林地看到，如今，这里植被茂
盛，有些野草甚至长得比树苗还要高，一条
小溪流从林地旁边流过，异常清澈，林地周
边时不时地还能看见土拨鼠出没。远处，
是尕楞乡的森林，再往上走，就是草原。

如何将生态惠民的这篇文章谱写得更加
辉煌，建设堂村的做法给出了高分答案。这
些年，建设堂村的牛羊养殖风生水起，尽管每
天都有不少村民上山放牧，但他们不会在山
上留下一片垃圾，也不会随意乱挖一块草地。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紧邻草原和林地
生活的尕楞乡人民，深刻地知道保护生态
环境是为了什么，也知道怎么做才能保护
好眼前的这片“金山银山”。如今的尕楞
乡，处处都是牛羊肥硕的景象，这也是绿水
青山给他们的回馈。

本报讯（通讯员 海报）近年来，海东市
乐都区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凝聚民心、
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坚持做好“以
文化城、城以文兴”大文章，着力打造彩陶
文化、耕读文化、陇右文化等文化品牌，以
文化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道路，让优秀文
化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传承创新、落地
生根。

乐都区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在
“新、奇、特”上做文章，精心推出100余部以
乐都民俗文化、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人文
历史、非遗生态、城市建设、乡村旅游、住宿
美食等为内容的宣传短片、4条精品旅游路
线；成功承办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开幕式及首站比赛、青海省国际民间射箭
邀请赛、行走中华水塔徒步国际越野世界
杯赛、第七届全省少数民族运动会等大型
赛事；举办丝路花儿艺术节、高原农产品展
销会和九曲黄河灯会、瞿昙寺花儿会、南山
射箭、北山“跑马”等文化旅游活动；打造

“青海年·醉海东”春节系列文化活动、梨文
化艺术节等有知名度、影响范围广的群众
文化活动品牌，城市文化内涵不断提升，文
化竞争力不断增强。

乐都区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历
史文脉中激发创造力，在塑造城市文化中
提升软实力，让文化渗透城市肌理、融入群
众生活、赋能城市发展，更好展现“河湟古

都·人文乐都”独特魅力。乐都区先后荣获
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全
国文化先进单位、全民健身活动优秀组织
奖、中国书法之乡、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区全国旅游重点村等称号，城市竞
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

同时，乐都区十分注重历史文化传承
保护工作，不断聚力非遗传承发展，深入挖
掘乐都历史文化根脉，全域调查非遗家底，
探索非遗保护新路径，创新非遗传承新模
式，讲好非遗发展新故事。截至目前，乐都
区共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96项，共有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51人，非遗名录保护体
系不断完善，非遗文化传承效能有力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互助宣）今年互助县在露地引
进试种飞碟瓜喜获成功，为当地果蔬品类增添了

“新成员”，也为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农民群众增收
找到了“新路径”。

“飞碟瓜”又名碟瓜、碟形瓜、齿缘瓜、扁圆西
葫芦，为葫芦科。其果实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
用，营养物质丰富，果实、种子、花柄、花都可以食
用，富含多种维生素，还有显著的医疗作用。其产
量高、市场前景广。

今年互助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指导向隆种植合
作社引种试种10亩“飞碟瓜”获得成功，目前开始采
摘上市，亩产突破1万公斤，每亩收入3万元左右。同
时，积极与山西农业大学、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对接，依
托精农有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强化科技示范
推广，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大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引进种植15亩西葫芦新品东葫39号，以及3亩
青贝南瓜、红粟南瓜和板栗南瓜，促进产品品质提升，
提高互助蔬菜品牌影响力、知名度。

据互助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朱安香介绍，
互助县每年不断筛选和推广产量高、品质优、符合
市场需求的蔬菜新品种，中心充分发挥科技示范推
广作用，在特色化、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产业发
展方向主动作为，今年加大引进推广菠菜、生菜、菜
薹、飞碟瓜、羽衣甘蓝、东葫39号等蔬菜新品种8
个。新品种的引进、试种、筛选和推广不仅丰富了
本地群众的夏季菜篮子，而且有效解决了互助县高
原冷凉蔬菜市场占有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不断完
善技术、品种引进试验、提高产量品质等措施，填补
市场需求，壮大绿色蔬菜产业，以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助农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平安宣）8月18日，海
东市平安区红十字会举行2023年“博爱助
学”资助金发放仪式，为20名贫困大学生发
放资助金5万元，捐助资金全部由无锡市惠
山区红十字会爱心捐赠。

近年来，平安区红十字会充分发挥党
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桥梁纽带作用，把
开展“红十字博爱助学”活动作为“为民
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资助了一大批贫困
学生完成学业，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自 2020 年，积极争取惠山区红十字会资
金支持，投入资金 24 万元资助了 115 名品
学兼优的贫困大学新生，为助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贡献了红十
字力量。

仪式上，相关负责人勉励受助学生
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以坚忍
不拔的毅力，在逆境中奋起，实现自己
的人生目标，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回

报家乡、反哺社会。同时，希望区红十
字会能继续秉承大爱，善行义举，深入
挖掘社会资源，不断拓宽筹资渠道，努

力扩大资助范围，千方百计解决好困难
家庭子女上学问题，不断将“博爱助学”
活动引向深入。

海东2条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科技创新成为海东高质量发展引擎

平安区：20名贫困大学生拿到助学金

乐都区：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城市“硬支撑”

河床变林地 好生态扮靓小山村

互助县种植飞碟瓜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