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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琼）雪中耍社火，
青海人的热情风雪是挡不住的！2月
21日，正月十二，一场雪悄然而至，前
几日回升的温度也骤然下降，漫天飞
雪，湟中区社火调演在雪中精彩开
演。来自湟中区鲁沙尔镇鲁沙尔社火
队、鲁沙尔镇老幼堡社火队、田家寨镇
田家寨村社火队、康川街道大才村社
火队四支优秀社火队集中亮相湟中区
鲁沙尔，1200 余人的庞大演员队伍准
备了36项精彩的社火节目，为大家奉
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民俗盛宴。虽然
寒风凛冽，但是演员们精湛的社火技
艺让在场的观众大饱眼福，在雪中观
社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传统老社火里的文化基因传统老社火里的文化基因

每支社火队伍首先出场的是“大
身子”，也就是哑巴和胖婆娘，代表了
皇上和皇后；位列第二的老秧歌也叫
五老，代表保护皇帝皇后的五位战将，
领头拿小锣，帽子圆形，其余四人尖帽
子；第三组出场的是“八仙”，我们可以
看到八仙是九个人，除了我们熟知的
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
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外，还有一
个刘海的形象，沿途撒金钱，源自民间
故事“刘海弃官撒金钱”，有吉庆呈祥
之意……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你知道社火队里“报子”嘴里的一大串
说辞是什么吉祥话？为什么社火里的

“哑巴”是最厉害的角色？社火队里最
活跃的角色是“胖婆娘”吗？传统社火
看的不仅是热闹，而是感受社火背后
的文化内涵。《青海民俗志》第四卷曾
记载：社火来源于古老的土地崇拜与
火崇拜。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
土地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奠定了物质基
础；火，是人们熟食和取暖之源，也是
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可见
社火表演，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形式，更
多的是一种美好的祝福，而在这祝福
背后，是满满的乡土情怀。

湟中区文联主席李玉寿介绍说，
青海有句俗话：“不跳不闹，新春不
到”。从正月初二开始，村里的社火上
演了，从排练到演出，导演、演员、化妆
师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所有演员叫

“身子”，灯官老爷、哑巴和胖婆娘等叫
“大身子”，社火表演会演到正月十六
结束，个别村在正月十七还有演出，叫

“黑十七”。每支社火队都有组织、有
程序、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演社火就
是为了祈求幸福、五谷丰登、人畜两
旺、家道平安、歌舞升平。谁说农民不
懂艺术？谁说农民不会创作？在乡村
这个大舞台上，农民都是艺术家，给大
家带来了一道朴素、亮丽、热闹的风景
线，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震天的锣鼓、腾飞的巨龙、威武的
雄狮、喜庆的高跷……传统社火让过
年的气氛铺满了大地，锣鼓震天、鞭炮
齐鸣、彩旗飘扬，演员们载歌载舞中表

达了群众迎新春、庆盛世的美好愿望。
鲁沙尔高跷队会长李玉龙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耍社火是一项极具“年味
儿”的老传统，既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又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带来了浓浓年味。社火表演已成为
湟中年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社火情结一代传一代社火情结一代传一代

据了解，鲁沙尔高跷源于明代洪
武年间，平均高度达 2.8 米，最高的达
到3.6米，以高、悬、巧、奇著称，因其跷
身高，跷子重、路线长等因素，需要从
小学习，熟能生巧，成为当地社火的一
项重要内容，也是当地老百姓在新的
一年能够高瞻远瞩、步步高升的美好
祝愿。

“我儿子今年5岁，也在练习踩高
跷，他扮演的角色就是我现在扮演的
这个角色，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
吧！”霍生军是鲁沙尔高跷队的主力，
今年他已经37岁了，属于高跷队里的

“老人”。他说，当初和自己一起走高
跷的一批人已经步入中年，有的人因
为身体原因不再踩高跷了，有的因为
工作原因，也离开了这个圈子，但是每
一年这个时候，大家依然会因为一场
社火表演聚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孩子
继承了他们脚下的高跷板，在高跷队
伍里扮演着他们父辈扮演过的角色，
就这样，社火情结一代传一代。

正月十二在湟中区社火调演现
场，人流如织、摩肩接踵，四邻八乡的
乡亲们从各地赶来观看社火表演，天
空飘着雪花，寒风凛冽，但挡不住人们
爱社火的热情，大家纷纷举起手机、相
机记录这美丽时刻。此时此刻，让他
们不惧严寒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
深深的社火情结。

传统老社火正在越来越传统老社火正在越来越““年轻年轻””

旌旗引导、鼓乐齐鸣、浩浩荡荡、

彩旗飘飘，唢呐伴奏，队伍踏歌行进，
场面热烈，年味十足……

从正月十二开始，湟中区准备了
丰富的社火“盛宴”供市民观赏参与，
区内的各大社火队开始一场接一场
地进行巡演。在社火队伍中，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一些年龄比较小的社火
表演者了，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刚满
四岁，几公里的巡演，小演员们专业
的扮相、有模有样的步伐，兢兢业业
的态度……让在场的观众不禁为他
们竖起了大拇指。

社火队里需要新鲜的血液，是什
么促使这些00后、05后、10后、15后的
青少年放下手机，放下游戏，放下假
期，将有限的时间都用在社火的排练
中去呢？00后演员小杜告诉记者，是
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是由心而发的喜
悦和对传统的尊重，是刻在骨子里的
文化记忆，是周围环境的点滴熏陶，是
作为高跷之乡人的自豪感，是对600多
年高跷文化的坚守……原因很多，但
是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发扬。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湟中区通过多种方式弘扬社火文化，
首先积极申报民俗和传统舞蹈类的非
遗项目，不断壮大传承人群队伍，通过
传承培训、宣传展示、交流学习、数字
化保护等手段，促进社火文化的传承
和保护。其次是通过各种民间艺术活
动和民俗节庆活动等来传承社火文
化，引导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和投入其
中，增强广大民众对当地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2 月 20
日 ，西 宁 市
共收到安全
隐患举报34
件 ，其 中
12345 政 务
服务便民热
线接收举报
19 件、西宁
市应急管理
局接收举报
3件、西宁市
消防救援支队接收举报12件。举报件主要反映小区物业、消
防安全、市政道路、城乡建设、烟花爆竹等问题，已及时联系
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医院周边停车难、行驶慢，是广大
人民群众一直以来较为“头疼”的问
题，也是公安交管部门的管理难点。
一直以来，为提高道路通行效率，打通
医院与患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公
安交通管理局以优化道路设施、调整
交通组织、强化疏导管控、推进共建共
治为着力点，持续为我市医院周边道
路“开方问诊”，解决各重点医院周边
道路拥堵、交通秩序混乱的问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现为我省集
医疗、教学、科研、急救、康复、预防、保
健、药学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也是我省唯一一
所高等院校直属教学医院，日均接诊
量高达数千例。如何治理看病就医停
车乱象、缓解停车难，在有限空间挖掘
出更多停车资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也在一次次实地调研、积极协调中寻

找答案。
目前，针对市民群众前往青海大

学附属医院看病就医停车难的问题，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三大队多次与院方
积极沟通，按照交通实际，以打通院区
内的车辆“小循环”为举措，较大缓解
了医院周边车辆排队等候停车的现
象。经过反复研判实验，最终形成了
看病就医车辆从停车场西门进入后，
由院方管理人员引导就位，如车位饱
和情况下，积极疏导车辆从停车场北
出口驶出，使同仁路上就医排队车辆
动起来、“活”起来，有效解决了长时间
占道排队的现状，打通了医院停车场
与周边道路的“微循环”。同时，为解
决广大群众在进入停车场排队找位时
产生停车费的问题，院方在原先车辆
进入停车场15分钟免费的基础上，提
高至30分钟内免费。

盘活停车资源的最终目的，是营
造良好的交通秩序。下一步，西宁交
警将在巩固现有交通管理经验的基础
上，继续深化各医院区域交通组织的
科学化管理工作，持续关注医院周边
道路车流变化情况，进一步发掘拓展
医院周边资源，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建议，合理规划交通组织，努力保障医
院内外道路交通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为广大人民群众及时就医、方便就医
提供更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 金华山）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从家里出发，步行15分钟范围内，
就可以享受到购物、就餐、休闲、阅读、美容养生、便民服务等
各种日常生活需要……在西宁，这样的场景将越来越普遍。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截至今年1月，全市已初步建成品
质类便民生活圈10个，基本保障类便民生活圈23个，建成社
区商业中心19个，承担养老、托育、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功
能，“西宁幸福圈”已初步形成。

自2023年9月，西宁市被商务部列为“全国第三批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起，我市积极推进“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严格按照《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要求，实行由市级统筹谋划制
定全市总体目标措施，各县区、各园区因地制宜制定各自“生
活圈”子方案的“1+N”工作方式，按标准划分便民生活圈发
展形态，指导各区科学划定130个便民生活圈业态范围，确定
总数、建立台账。联合7部门及各县区、各园区草拟《西宁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市、区、街道、社区、运营企业“五级
联动”机制，以社区为单位、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打造满
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的“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补齐便民服务设施短板，
既要保障基本生活，也要提升品质。科学划分聚集式、分布
式、街坊式便民生活圈运营模式，加快品质提升类业态嵌入，
目前，便民生活圈中涵盖养老机构28个、新式书店10个、运动
健身场所11个、便利店300个、综合超市19个、菜市场36个、
生鲜店100个、早餐店65个、家政点65个、维修点50个。

为持续推动便民生活圈各业态联动发展，我市将继续加
大政策红利的扶持，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一店多能”，引
导品牌连锁网点增设配钥匙、修裤边等“小修小补”便民服
务，为市民办实事解烦忧。发展“新兴零售”，亲子体验、社交
客厅、无人值守便利店、自助售卖机等数服融合，营造多元
化、多层次的消费场景。通过扩大宣传造势，进一步提升市
民知晓率和参与度，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西宁特色”的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道路。

2月20日，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诉求
710件次，网民留言10件（西宁12345微信公众号5件，市长信
箱3件，中国政府网2件），直接办理448件，转交责任单位办
理262件，回访量225件。

热点问题：
1.物业管理42件，主要反映物业服务问题，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2.交通秩序29件，主要反映违法停车问题，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系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核实处理。
3.消费维权29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湟中社火：精彩绝伦的民俗盛宴
我市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我市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
马上办”创新机制工作日报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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