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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湟中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委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融入全区各项重点工作，统一思想、持续用
力，全区呈现出了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
和谐的良好局面。

各族群众同心共筑中国梦
湟中区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蕴含的民族团

结教育价值，将革命旧居、红色文化馆、民俗
博物馆等“红色”文化场馆作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活课堂”，打造2条红色旅
游体验暨民族团结教育路线，其中一条线路
为解放军剿匪指挥部（慕容古寨）——石金
阁红色文化陈列民俗博物馆——孙家民俗
博物馆；另一条线路为河湟文化博物馆——
寇从善故居——千紫缘农业科技博览园。
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

统节日为契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元宵节猜灯
谜、歌舞书法比赛，举办慕容古寨“鲜卑遗
风”文化节及“二月二祭酒典非遗文化旅游
节”，组织戏曲进乡村及大美轻骑兵演出等
各类活动。

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更加热爱
湟中区选树典型，成功申报甘河滩镇班

沙尔学校、青海千紫缘农业科技博览园、湟中
区康川学校为市级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点，湟中区博物馆为市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基地，西堡学校、湟中区第一人民医院为市级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积极培育打造共和
镇苏尔吉村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
单位，鲁沙尔镇金塔社区、大源卫生院为市级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成功推荐拦隆口镇
泥麻隆村为“富口袋+富脑袋”乡村行动试点
村，马国仁、陈玉秀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
感动人物”。深入挖掘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遗产，通过开展非遗进校园、河湟文化非遗
手工艺品南京销售展示中心布展、开展加牙
藏毯技艺研学交流、培训等活动，进一步弘扬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各族群众对中
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各族群众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湟中区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不断提升“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发展水平。坚持把产
业发展作为全区工作的重点，通过招商引资等
途径，实施了河湟文化旅游度假区、西堡生态
奶牛养殖等一大批产业发展项目，切实增强了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有效增加了各族群众
的收入。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立足资源禀赋，积极推进经济社会绿色
转型发展。围绕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着
眼“双碳”目标，着力打造鲁沙尔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实施上新庄、共和等10个乡镇分布式光
伏试点项目，真正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有效推动全区各族群众共同繁荣发展。坚
持民生优先，始终将80%以上财力用于民生领
域，一大批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重
大民生工程落地落实，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
义务教育巩固率、医疗养老参保率均达市定目
标，解决了各族群众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等
问题，切实把各族群众携手共创美好生活的愿
景落实到行动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 王琼）

他们或穿梭于人潮中，引导游客、车辆
有序通行；或坚守在岗亭上，时刻关注有无
突发情况；或值守在街头巷尾，用脚步丈量
平安……

“五一”假期，街头巷尾的人流中随时
可见警队巡逻，出警、排查、快速处置，全
市公安机关执勤民辅警，“警”随景动，守
护平安。

执勤中“捡”娃暖心看护寻找家长

“人太多了，一定看好孩子……”帮走丢
的孩童找到家长后，市公安局城北分局大堡
子派出所巡逻民警反复嘱咐着家长。

在“五一趣浪城北”活动执勤现场，大堡子
派出所民警正在人流密集的活动现场执勤，突
然发现一名两三岁的小女孩站在人群中独自
哭泣。“小朋友你是不是迷路了呀？你叫什么，
家住哪里，告诉警察叔叔好不好？”执勤民警牵
着小女孩的双手，柔声询问后，得知小女孩与
家人走散。由于小女孩年龄太小，无法表述有
价值的信息，大堡子派出所所长王欣宇立即安
排执勤民辅警走访寻找家人，并与110指挥中
心联系。同时，王欣宇为了安抚小女孩的情
绪，给她买了水和一些小零食，抱着孩子耐心
地与她交流。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联系到了家
长，家长急匆匆地赶到执勤点。

“我就一恍神，娃就不见了，我都要急疯
了，幸好有你们，真是太感谢了！”家长见到
孩子平安无事，紧紧抱在怀里，对民警连声
道谢。

确保每名观众安全抵达平安离场

“小心脚下！”“大家注意安全！”在“在西
宁”城市摇滚之夜执勤现场，为确保活动安全、
文明、有序进行，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更是全警
动员、全力以赴，严格落实各项安保举措。

为群众指路、失物招领、安全提醒……在
活动现场，市公安局城西分局各部门、各警种
明确职责和任务，细化每一个安保细节和点
位，充分发挥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积极
投入到维护秩序、现场巡逻等工作中；围绕观
众区、舞台区、检票口等重点区域，积极开展
巡逻防范和部位管控，全面做好应对突发情
况准备，确保每一名观众安全抵达、文明观
看、平安离开，实现安保工作“零差错”。当音
符渐止，热情消退，观众散场。那藏蓝的身影
仍穿梭在巡逻、引导中。一场视听盛宴落下
帷幕，但一首红蓝相间的“平安曲”依然激荡，
守护平安的脚步从未停歇。

春游赏花处用景区平安换游客心安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一年劳动节。人
民公园各色郁金香竞相绽放，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驻足打卡。每年举办的郁金香节是我
市有名的文旅品牌，为全力护航景区安全，
市公安局城西分局从治安巡逻、秩序维护、
预防溺水、隐患排查、交通安全、服务群众等
多角度出发，不断提升预警预防和快速反应
能力，着力防范化解景区各类风险隐患，用
景区平安换得游客心安。

“警察、警车就在身边，我们游玩更安心
了！”“太感谢了！你们真的是老百姓的守护
神！”5月1日，市公安局城西分局特巡警大
队人民公园巡逻组，在公园人工湖南侧巡逻
过程中，遇到一名群众求助，称其孩子走
失。巡逻组民警辅警迅速行动，呼叫支援，
并根据走失儿童体貌特征立即开展搜寻工
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公园涌动的人
潮里，民辅警成功找到走失儿童。除了这些
巡逻中的暖心小事，为营造安全舒心的旅游
环境，交警部门提前踏勘周边线路，优化完
善保畅方案，对人流、车流进行动态管控，防
止发生车辆大面积、长时间拥堵。除了安排
警力定点值守之外，还加强机动巡逻力度，
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
境。 （记者 宁亚琴）

湟中暖锅：沸腾中的西宁老味道

籽籽同心 美美与共

上锅喽！热辣滚烫的湟中暖锅来了！
不同于一般火锅将生的食材“涮”熟了吃，湟
中暖锅是将已经做熟的食材“装”在一起
吃！圆形的暖锅里，炭火烧得很旺，各种配
菜打底，现炸的丸子，煮好的牛羊肉，再加上
豆腐、酥肉、海鲜、鸡鸭鱼……满满的装上一
锅，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咕嘟咕嘟的烹煮，
美味溢满了整个房间，一口火锅高汤，一口
牛羊肉，边喝汤边吃肉，即使遇上再冷的天
气，身子也立刻暖和了起来。

一个暖锅，几味小菜，火红的炭火，大快
朵颐……此时此刻，山珍海味也抵不上传统
暖锅的美味。

时至今日，湟中暖锅仍然保持着一种
质朴和自然，浑身散发着历史的厚重和岁
月的沧桑。但是，湟中暖锅的精彩不止于
此，湟中暖锅的千般变化你可知道？湟中
暖锅的“百村千味”你可尝过？湟中最大的
暖锅你可见过……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湟
中，探寻湟中暖锅沸腾中凸显的西宁老味
道。

探寻藏在雪山脚下的美味探寻藏在雪山脚下的美味

进入 5 月，虽然气温已经升了不少，但
是位于湟中区的上峡门村，依然寒气逼
人。车辆沿着山路行驶，一边是绿树成荫，
万物复苏的景象，而另一边却是皑皑的雪
山，山顶的积雪常年不化。雪山脚下就是上
峡门村，在上峡门村的尕西木农庄，我们找
寻的美味——暖锅就在这里。

“我们家的暖锅在我爷爷辈已经开始做
了，从开始单一的素菜暖锅到如今的品种繁
多的暖锅，暖锅的发展史就是人们生活的变
迁史。”尕西木农庄的负责人说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湟中区上峡门地
区具有丰富的资源禀赋，该地区的牛羊养殖
业较为发达，所以这里的牛羊肉暖锅很出名。

“我们将新鲜的牛羊肉搅拌成馅，配好
调料，裹上鸡蛋皮，炸成袈裟肉，然后将这些
酥脆的袈裟肉放进暖锅，这些袈裟肉在吸收
了汤汁后，味道更美了！我们的高汤是选用
牛大骨熬制的，这和选用牛肉熬制的高汤，
在口感上有很大的区别。”厨师向记者一一
介绍了他们家暖锅的制作特点。

在湟中，暖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百
村千味”，在这里高端的食材却用到了最朴
素的做法。讲究不加过多调料，使汤色保
持清亮，滋味天然醇厚。喜欢吃什么放什
么，有什么放什么，根据食材搭配不同，南
北口味差异，所呈现的味道也不同。湟中
区是暖锅之乡，家家户户都吃暖锅，都喜欢
吃暖锅，食材就是当地的土特产，作为农业
大区，由于各村各镇种植养殖的产品不同，
于是每个村装出来的暖锅也不尽相同，牦
牛暖锅、草膘羊暖锅、鹿肉暖锅、虫草暖锅、
菌子暖锅、酸菜暖锅、三鲜暖锅……到底哪
一家的暖锅好吃？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

民间美食的演变民间美食的演变，，湟中暖锅有历史湟中暖锅有历史

热气腾腾的暖锅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
活！尝一口湟中暖锅，肉的鲜美与酸菜的酸爽
完美结合在一起，令人齿颊留香，又完美避开
了肉的肥腻之感。湟中暖锅，也称“火锅”或“土
火锅”，所用食材都是当地平常百姓常食之物，
之所以叫暖锅，是因为地处青藏高原，所以包
含了青藏高原独特的饮食习俗和文化，要以驱
寒保暖为主，一个“暖”字就概括了所有。

据了解，湟中暖锅属于青海火锅的一
支，旧时，吃席的最后的一道菜就是暖锅，
因为当时生活条件不好，物资不丰富，为了
让宾客们吃饱，就上一道火锅，有汤有菜，
大伙都能吃饱。而如今，逢年过节，亲友聚
会，款待宾客，也会装一只土火锅来为宴席
增色，以示对客人的重视和礼遇。清朝乾
隆年间，火锅不仅在民间盛行，乾隆皇帝更
是喜爱火锅，嘉庆皇帝登基时（1796 年）曾
举办“千叟宴”，一次便动用银质、锡质和铜
质的火锅1550个。

一路走来，一路沉淀，湟中暖锅也有了新
的内涵，它将中华民族“钟鸣鼎食之家”列鼎
而食演变为民间饮食，某种意义上它更是河
湟文化的衍生，是对河湟美食最好的诠释。

美味藏在精美的铜器里美味藏在精美的铜器里

“你看我们家的这个铜暖锅，在我爷爷
的时候就在用了，如今依然在用，纯铜打造，
经久耐用。”店主拿出了自家用的铜暖锅，一
边用手擦拭着，一边向记者介绍道。

器皿与美食两者相辅相成，说起湟中暖
锅，就绕不开装美食的器皿。据资料记载：湟
中暖锅并非是旋压而成，而主要以手工锤揲

为主，其装饰花纹也是纯手工錾刻的，工匠采
取锤揲、錾刻、鎏金、错银、镶嵌、花丝、烤篮、挂
锡、折叠、焊接、抛光等多种传统工艺，图案也
与当地的地方特色文化息息相关。

“暖锅之所以始终有一种家乡的味道，我
觉得最大原因来自于烟火气，每个传统的暖锅
要用到炭火，那个时候，家家户户生炉子，炭火
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人们对这烟火气很熟悉，
觉得闻到了炭火味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湟
中区鲁沙尔镇老高家农家乐高忠讲述道。

湟中暖锅是伴随着湟中银铜器加工行
业形成产生的，自有其独特之处。暖锅从外
形一般分为敞口、直口和收口样式，外地暖
锅多为收口形状，而湟中暖锅的整体造型因
地理位置受到了藏式风格的影响，与外地暖
锅有不同之处，多为直口和敞口；从大小尺
寸到实用性一般分为三种，大号、中号和小
号，大号一般用在野炊或几十人聚餐时使
用，中号用于宴席餐桌，小号多用于家庭个
人；暖锅的材质主要以铜为主，有紫铜、黄
铜、白铜，也有多种铜材搭配的。随着人们
经济收入的增加，金制、银制、高硼玻璃暖锅
也随之出现，不过多作为艺术品。

高2.8米，总重量约1.2吨，青海最大的暖锅
就在湟中，6只羊，半头牛和几十只鸡装进暖锅
的那一刻，暖锅之乡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除了新鲜的食材，传统的口味，未来湟中
暖锅发展空间很大。细熬慢炖的暖锅不仅满
足了人们对食材多样、寒冬暖胃的口味需要，
更是满足了人们交流情感的需求。暖锅煮沸，
热气腾腾，家人间、朋友间，大家围坐一桌，边吃
边聊，既温暖了肠胃，也舒缓了心情，更增进了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湟中区文联主席李玉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记者 王琼）

“警”色相随守护平安假期护平安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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