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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4月12日，由
黄南州同仁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南
广播电视台爱晚频道执行的山宗水源·大
美青海·高原胜境·“湘”会同仁——2024
年青海同仁市湖南文旅推介会在湖南省
长沙市启幕。来自湖南省的各界嘉宾和
同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以及相关企业、合作社代表100余人
参加启幕活动。

同仁市地处青甘川三省枢纽地带，是
青海省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境内
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被誉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藏族热贡
神舞之乡”，拥有热贡艺术、热贡藏戏等多
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藏乡六月
会”“土族於菟舞”等传统特色民俗活动，
是青海省文旅融合较为典型的地区。

启幕仪式现场，来自同仁市的演职人
员用情景舞剧《千年热贡·秘境传说》、民
族器乐演奏《家乡美》等极具热贡文化特
色的文艺节目呈现了同仁的魅力。先后
登场的文旅推介官分别以“玩得开心”“吃
得幸福”“多彩非遗”为题，向现场的长沙
市民介绍同仁精品旅游线路、特色美食和
多彩的非遗文化。

开幕式上，同仁市与湖南省企业和高
校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将从新能源产业、
文旅招商、中藏医药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度

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据了解，
本次推介活动为期三天，于4月14日闭幕，
共有50余家市级文旅产品和特色农产品
企业及4家州级企业参加展销，参展商品
包含唐卡、奶制品、民族工艺品、特色农产
品、中藏药材等30余种。活动现场，黄南
州委常委、同仁市委书记何杰向长沙市民

发出“金色谷地迎贵客，春风十里聚同仁”
的邀约，并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在长沙
举办“高原胜境·‘湘’会同仁”文旅推介
会，是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文化深度融合，
拓展交流交往交融渠道，促进两地在各领
域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日，黄南
藏族自治州尖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和草
原局公布，尖扎县昂拉乡拉毛村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苍鹭的数量已从去年的18只增
至今年的27只。苍鹭是一种体态高雅的

水禽，身姿修长，前额和冠羽白色，头侧和
颈部灰白，喙黄色，背部灰蓝，嘴颈和腿呈
黑色，在湖泊、河流和沼泽地带繁衍生
息。苍鹭主要以鱼类、甲壳类动物、昆虫
等为食，它们的存在，对于湿地生态环境

保护、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至关重要。尖
扎县昂拉乡拉毛村苍鹭的数量增加，不仅
反映了当地河流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也
充分说明实施野生动物保护补助项目取
得显著成效。

4月2日，记者走进黄
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隆务
镇中学。伴着春日暖阳，
在充满墨香的书法教室
里，学生们挥毫疾书，一丝
不苟地书写着、描摹着。
隆务镇中学致力于将素质
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积极拓展社团课程，
通过打造绘画、书法等特
色课程，来发现、激励、发
展牧区学生们的兴趣爱
好，让学生们通过学习书
法、绘画来锻炼耐心、细
心、恒心和自信心，促进良
好品德的形成，努力让每
一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
己。 （通讯员 黄南宣）

您见过青色的黄河吗？在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尖扎县，火红的丹霞地貌下安静流淌的是
清澈碧绿的“母亲河”——黄河。从坎布拉的山
间向下望去，清澈的河水映衬着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在这里，绮丽的高峡平湖以及独特的藏族村
落诉说着青藏高原千年流传的神韵。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
州的尖扎县，探访当地脱贫摘帽后四年来的发展
之路。2020年4月，滨海新区对口支援的青海省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正式脱掉了“贫困帽”，开
启了新的发展之路。四年来，尖扎县依托滨海新
区参与援建的德吉村、来玉村等易地搬迁安置新
村以及黄河亲水营地等新建旅游项目，积极发展
全域旅游道路，让县里的百姓们在家门口就吃上
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在碧水黄河的岸边，黄河亲水营地的建设给
当地百姓带来了新的希冀。作为滨海新区参与
援建的文旅项目之一，黄河亲水营地位于德吉景
区与来玉景区的文化旅游廊道。该项目依山而
建，临河而栖，结合了当下户外露营等潮流玩法，
以房车营地为主题，结合星空民俗、热气球、休闲
美食、激情赛车等旅游业态，致力于让游客远离
城市喧哗，探索自然之美，使昔日的“荒滩”变成
了如今的“金银滩”。黄河亲水营地经理张闯告
诉记者：“我们尖扎黄河亲水营地占地面积 67
亩，总投资4000余万元，我们这个项目是尖扎县
第一个以星空民宿、太空舱为亮点的旅游项目，
在这个营地的建设当中，滨海新区给予了我们
250万元援建资金，帮我们建起了游客接待大厅，
让我们对这个项目后期的发展有了更大的信心
和动力。”冬季能滑雪，夏季可露营，黄河亲水营
地给游客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感受“母亲河”温
柔静谧的良好去处。该项目自2023年底投入使
用以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便实现接待游客 3
万多人次，旅游收入40多万元，带动了尖扎县科
沙唐村、拉毛村村集体收入25万元，有效吸引了
当地群众的积极就业。

坎布拉，藏语之意是“康巴人的家园”，作为
尖扎县最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坎布拉地质公
园于2022年6月入选世界地质公园候选地，这里
的灵山圣水、小瑶池在藏传佛教的传承中为广大
游客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在坎布拉的脚下，来自
千里之外的滨海新区援青干部们用自己的努力
为尖扎县的旅游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青海省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政府副县长尕藏东知说：

“坎布拉地质公园是我们尖扎、黄南乃至全省的
旅游龙头景点。在天津援青的这些年中，援青的
干部、援青的政策、援青的资金，通过多方整合，
多方用力，我们尖扎很多文旅发展点上，都留下
了援青人的脚印，援青人的心血，援青人的痕
迹。”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和尖扎县的携手努力
下，4年来，尖扎县以德吉村、来玉村为代表，打造
出 30 多个乡村旅游景点，使域内文旅资源真正

“串成线、联成片、形成圈”，实现了景点旅游向全
域旅游的转变。尕藏东知告诉记者：“从今年开
始，我们以全省之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我们的尖扎现在已经形成规模的乡村旅游点有
35个，还有28个乡村旅游民宿，这些收入占到了
我们整个GDP当中的5%左右，真正让我们的百
姓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特约记者 却藏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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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只苍鹭落脚拉毛村

近年来，保安镇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为总抓手，把乡村建设作为增进农民群众
福祉的重要载体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成为最美乡村打卡点。

以深化顶层设计作“笔墨”，为美丽乡
村建设瞄定造型。自乡村建设工作开展
以来，依托自身资源禀赋独特，发展潜力
巨大等优势，以山水为魂，生态立镇，全面
深挖自然生态人文景观资源，东干木旅游
度假村、露营基地、滨河路沿线风景区等
旅游项目进一步升级改造，油桃、草莓等
有机果蔬基地休闲农业观光旅游效益持
续扩大；依托文旅小镇建设，集中精力打
造美丽乡村“升级版”，非遗展示中心、都
司衙门、“花儿”文化等传统资源潜力雄
厚，通过精心规划、逐步推进，现已成为保
安实现历史文化的核心意蕴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在衔接的新途径。

以耕耘文化绿洲作“符号”，为乡风文
明画卷增韵添彩。在保留传统村落原真
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兼顾发展，注重保护那
些留存至今、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古民
居、古建筑，同时将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
重大项目统筹实施，构建“上下一体、密切
配合、联动推进”的总体工作格局。积极
挖掘原乡、原味、原生、原貌的乡愁元素，
把军屯文化、农耕文化、花儿文化等地域
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打造非遗展示
中心、都司衙门、明清兵营等现代空间形
态，讲好村庄故事，展示乡村文化，使它们
逐步成为具有高辨识度的乡村文化新地
标。

以深化乡村治理作“意境”，为和美乡
村图景筑基固本。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
社会治理为核心，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强
化网格治理、塑造文明乡风，推动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从“一时美”向“长久靓”
延续。推动生活空间重构，高标准实施农

房提升、污水管网、人饮提升、村道硬化、
厕所革命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提升乡
村产业韧性，围绕同仁市“一地两创三促
四园五带”产业布局，确定“一特二区三地
四游”产业发展思路，持续争取落实粮油
加工、饲草种植、山羊养殖、果蔬集散等基
地建设产业项目，培育壮大保安镇热贡馍
馍产业，塑造品牌形象和口碑。

以提升环境治理作“底色”，为泼墨成
画古镇涂色增彩。坚决落实生态文明建
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努力在减
污、扩绿、增长各方面当好表率，打造保安
样板。高位规划定调，以打造全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示范镇为目标，积极融入州市
共建国家卫生城市，紧盯市委、市政府关
于生态保护的各项决策部署，学习借鉴先
进地区经验做法，分层推进、全面治脏，彻
底解决环境治理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堵
点，推动辖区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通讯员 黄南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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