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特约记者 索南拉藏）1月5
日上午，玉树州旅游公路建设现场会暨
青藏中线（唐蕃古道）345国道青海杂多
连接317国道西藏巴青段竣工启用典礼
在杂多县顺利举行。

此次竣工启用典礼标志着青藏中线
（唐蕃古道）345国道青海杂多连接317国
道西藏巴青段正式通车。这条省界公路，
是青藏中线国道345连接国道317的“核
心路段”，是续写唐蕃古道民族团结的“文
化运河”，是青藏两省区交往交融的“桥梁
纽带”，也是通往西藏距离最近、景色最
美、体验感最强、安全保障最佳的“进藏线
路”，更是夯实杂多作为“国道345青藏自
驾大本营”地位，打响“青藏中线第一县”

和国道345重要枢纽城镇的有力支撑。
典礼上，杂多县委主要领导向长期

以来关心杂多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位领
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并向沿着
唐蕃古道自驾拉萨的车主们表示衷心
祝福。他表示，近年来，杂多县依托得
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独一无二的
地理区位优势，精心谋划和推动实施了
一批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形成了“一镇一湾一谷一
湿地”的文旅发展布局和“一国一省一
州三条出省通道、三条旅游环线”的路
网格局，深化了同西藏和内地生态旅游
市场的互联互通，走出了一条“领略绝
美风光，品味绝色江源”的文旅发展路

子。该条公路凝结着广大参建者的汗
水和智慧，饱含着杂多各族儿女的朴素
愿望，攻克了许多极寒高海拔作业难
题，充分展示了江源人逢山开路的奋斗
精神和勇创一流的民族志气，必将成为
青藏两地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靓丽名片。

据悉，国道 345 青海杂多连接国道
317 西藏巴青段公路，项目位于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于2023年10月
底通过验收，项目起点位于国道345线
k35+689处，路线途经杂多县藏尕村、达
阿村与西藏巴青县公路相接，是目前由
青海通往西藏距离最近、安全保障最好
的进藏路线，与青藏公路比较，从西宁
到拉萨缩短了120多公里。

启用启用！！从西宁到拉萨缩短了从西宁到拉萨缩短了120120多公里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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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部）玉
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扎西科街道甘达村
位于玉树市重要水源地扎曲河源头，是距
离城市最近的高原纯牧业村，村里山谷中
有上百处泉眼，在当地有着“千眼水源守
护地”之称。因此，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
发展中保护生态是甘达村的必然选择和
必由之路。

“我叫扎西才仁，今年 29 岁。小时
候，常听爷爷奶奶讲村里人敬山、护水的
故事，现在还依稀记得当时老人们带着我
骑马转山转水的场景。而今，在生态马帮
做马背上的导游，让我增加了收入，还能
为宣传家乡、保护家乡生态出一份力，我
觉得很有意义。”2017年，大学还没毕业，
扎西才仁就加入村里的生态马帮，当上了
生态导游。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谋
生的工作，能够把家乡的生态美介绍给更
多人，并向外界传播生态马帮的生态理
念，更好地保护家乡的生态环境，才是更
高的追求。“干净的山，纯净的水，纯洁的
心”，真正让“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

“金山银山”，扎西才仁认为这就是这个队
伍要叫生态马帮的意义所在。目前，生态
马帮共有成员20余名，近40匹马。自成
立以来，始终以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在
家乡实现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为宗
旨。不同于其他商业性旅游接待，他们在
带游客时遵守的原则是“不能完全以游客
的要求为要求”，对每一位确定的游客的
行为都会提前作出详细要求。比如，在游
览过程中不能携带塑料袋等任何塑料制
品，告知游客随手将垃圾装进分发的环保
布袋带出游览区，提示游客在游览体验中
尊重当地民俗文化和习俗等。

2023年旅游旺季时，仅生态马帮季节
性导游工作就让扎西才仁每月挣2000多
元，收入增加了不少。省上还将红十字博
爱家园项目放在了扎西才仁所在的村，成
立了水源文化保护生态马帮协会，这让大
家对家乡水源腹地巡护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参与度更高了。
走在振兴发展的路上，保护好家乡的

生态环境已成为这个村里每个人根深蒂
固的自觉意识。如今，在带着各地游客体
验原汁原味牧民生活、了解游牧文化的同
时，会随时随地向游客普及生态环保知
识，把敬畏大自然、生态保护的理念融入
更多人的心中。带着游客骑马游览，感受
纯粹的藏家文化，体验地道的牧民生活，
用自身行动诠释什么是“干净的山，纯净
的水，纯洁的心”，让更多人对大自然产生
敬畏之情。

除了定期服务游客外，生态马帮也是
村里的“服务队”，每年都会从生态马帮的
整体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来帮助村里的
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为他们减轻一些生活
压力和经济负担，增进村民团结。2023年
冬天，还按照惯例，提前在牛粪充足的牧

户家购买好牛粪，挨家挨户地给孤寡老人
和困难牧户送去，帮助他们温暖过冬。

2023年过去了，这一年，好的生态带
给了大家好的生活，如今这个村里的水源
变得更干净，草长得更好，邻里之间更和
谐，大家的幸福感不断增加。回望 2023
年的付出和收获，他们感到幸福满满。
2024年，生态马帮将带着更多游客骑马漫
步草原，感受幸福绿色。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市委宣传部）江山聚秀归
少年，奎璧联辉映中国。1月5日晚，玉树市首届少
儿春节文艺晚会在康巴艺术中心隆重举行。此次晚
会的主题为“蛟龙腾舞·玉树少年”，意为要将龙的文
化、龙的精神代代传承，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藏族文
化内涵的美发掘并发扬在舞台上。

当天，在充满希望与梦想的夜晚里，现场的观众
们共同见证了运动、智慧、未来、舞动，精彩靓丽的节
目陆续登台表演，或情景再现、或载歌载舞，既有气
势磅礴的大吟诵，也有特色明显的藏式服装展演，更
是有形式各异的精彩节目。整场晚会以“唱出我心
声、舞出我梦想、秀出我精彩”为核心，为喜爱表演、
喜欢舞台的少年儿童搭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
大舞台。少年如水，清澈自由。固有源头活水，方有
长河大江。通过新年开篇的第一滴晨星水，预示水
之长存，希望之永恒。有少年必有民族之根脉，有少
年必是未来之所在。伴随着熟悉悦耳的动人旋律，
晚会在热烈喜庆的《水沐新年》《希望的摇篮》中正式
拉开帷幕。在背景音乐的转换和舞台灯光的变化
中，用传统的迎新仪式打开了新年的祝福之门。《运
动少年》篇章，通过各种体育项目、运动技能的演示，
用运动相关的舞台剧情。展示玉树少年从小培育的
不屈不挠的运动精神。让观众享受少年的速度与激
情，见证他们在跑道上的风采，在球场上的英姿！而
篇章《智慧少年》通过展示学生全神贯注、津津有味、
如饥似渴、稍有空闲便争先恐后地奋笔疾书，渴望成
为国之栋梁的场景来展示他们的风姿！篇章《舞动
少年》则是展现少年的未来不仅需要智慧和梦想，还
需要那份永不停歇的热情和动力……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一个精彩绚丽动感的舞
台，一场激动人心的追梦之旅圆满谢幕，每一个闪耀
的少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玉树市首届少儿迎春晚会圆满落幕玉树市首届少儿迎春晚会圆满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 曲麻莱县委宣传部）阳光明媚的
午后，来到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的

“石榴籽”商业步行街。这条集商贸、微景观为一体的
步行街不仅见证着近年来曲麻莱县城镇面貌的变化，
也记录着这里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的温暖故事。

一走进“石榴籽”商业步行街，街口一座双手捧起
的红色“石榴籽”造型十分显眼。行走在步行街内，每
隔十几米就能看到一棵“椰子树”和一根石榴画路灯，
它们把这条高原街道装扮得既新潮又充满活力。

“在我们筹建这条‘石榴籽’商业步行街的时候，
当地的商户知道了以后就自发地捐款购置了这些仿
真椰子树。”曲麻莱县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久江说。

曲麻莱县“石榴籽”商业步行街，自2022年9月
开街营业以来，目前已有来自全国10余个省份的汉
族、藏族、回族、撒拉族、土族80多家个体户，在这里
经营着服装鞋帽、家具家电、餐饮服务等各类门店。

“我们会定期评选出‘民族团结之星’商户，以此
来表彰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商
户。”久江说。

今年50岁的王辉30年前从重庆老家来到曲麻
莱县经营五金店，2023年她的店被评为“民族团结之
星”。30年来，她见证了这条商业步行街的变化，也
感受到了这里邻里互助、民族团结带来的温暖，她早
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家乡”。

“这么多年来，我是看着这条街一点点变得越来
越好、越来越时尚。而且我们这里邻里之间非常和
睦，一家有事所有人都过来帮忙，我作为一个外地人
感觉到非常温暖。”王辉说。

曲麻莱县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
北部，长江北源主要源流勒玛河、楚玛尔河、色吾河、
代曲河均发源于县境内，是中国南北两大水系的主
要水源涵养地，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
2023年12月20日，曲麻莱县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拟命名为第十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江河源头第一县江河源头第一县 小城街道小城街道““石榴石榴””红红

本报讯（通讯员 治多县委宣传部）近
年来，治多县结合实际，以乡村振兴为契
机，重视公路交通建设，力变地处“死角”

“旮旯”的劣势，千方百计将省道、州县公
路接通109国道，一举突破“不邻大城市、
不靠沿海”发展瓶颈，拥有三条大道直通
北京、达拉萨的“金光大道”。

省道S308公路经治多县跨通天河穿
曲麻莱县至行政区域内的不冻泉，这条公
路是青海省干线公路网规划和玉树灾后
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连
G109 线，南接国道 G214 线，是治多县连
通玉树内各市县及四川甘孜州和西藏自
治区昌都市两省区的通道，也是汇并南唐
蕃古道抵达拉萨的“青海南路”，全长
315.7公里。

这条路连接109国道，向东经昆仑山
口、西大滩、格尔木、香日德、青海湖、西
宁、兰州等地到北京，向西翻越唐古拉山、
经安多县、那曲市到拉萨市。对整个玉树

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发挥着积极
作用，也是玉树市、治多县、曲麻莱县三地
进藏及其他省份联通的重要通道之一。
这里是与境内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南部
边沿接壤之处，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姿
态保持完好。主要有索南达杰、五道梁、
不冻泉保护站和昆仑山口改革先锋广场
等景点，也是藏羚羊、藏野驴、高原狼、野
牦牛出没之地。

省道 224 线治多县治加吉博洛格镇
治二道沟兵站至段公路位于玉树州治多
县境内，项目平均海拔 4530 米，是 G214
线和G109线的重要连接线，也是玉树州
东西走向的重要通道，硬化路面从治多
县城至索加乡，剩余 100 多公里砂石路
面也将在近两年实现硬化。该路段采用
二级公路标准设计，结束了治多县索加
乡和扎河乡不通油路的历史，极大地改
善了沿线牧民群众的出行条件，对推进
乡村振兴、加强民族团结、保护三江源地

区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也为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
提供交通保障。

第三条路古称“南丝绸之路”，现已成
为唐蕃古道北线经济文化旅游及平安建
设、民族团结长廊的“金光大道”，是历届
党委、政府始终不遗余力为民办事、办大
事的见证。该线路，从治多县城到“红色
索加”，然后经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
多玛乡、在雁石坪接 109 国道抵那曲市，
之后接那曲市通拉萨的高速公路，这是玉
树州乃至青海省到西藏自治区各地开展
经济、文化、旅游及开展各种活动的最佳
通道，是目前所有通往拉萨市最短、最具
魅力的线路。这条路，充分利用治多县近
年来开展的源头文化交流的成果，即长江

“七渡口”经治多县达拉萨唐蕃古道北线
的多种文化交流活动，中途可领略长江正
源格拉丹东、姜根迪如雪山、纳木错等旖
旎风光。

骑马漫步草原 体验不一样的“生态美”

治多县治多县：：三条公路打开瓶颈三条公路打开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