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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深刻回顾人
民政协走过的75年光辉历程，传承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广大政协委员的荣
誉感使命感责任感，结合“多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努力建设书香政协”工
作的要求，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政协职责
使命，在端午节来临之际，西宁市政协
及城北区政协的领导、机关干部和政协
委员共40余人相聚在委员驿站，共同开
展我们的节日——端午读书分享暨“喧
个来”微讲堂活动。

“读书人会发光，既照亮自己，也
能照亮别人。”“腹有诗书气自华。”在

读书分享会环节，受邀请的8位政协委
员和机关干部分享了读书体会，向委员
们推荐了自己喜爱的作品。参加活动的
政协委员纷纷表示，在书香浸润中凝聚
了思想共识、坚定了理想信念，在分享交流
中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提高了履职本
领。希望今后继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读书分享活动，引导机关干部和广大政
协委员在“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强政
治、促履职、聚共识、固团结。随后，大家进
入“喧个来”微讲堂，当前，旅游业处于黄金
发展期，作为省会城市西宁，政协委员们你
一言我一语围绕“文旅融合打造特色产业

品牌”进行了座谈，大家聚焦如何将西宁市
打造成国际生态旅游中心城市，如何为加
快文旅融合发展打好基础，努力打响“文化
资源牌”，为城市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等
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每年端午节，都少不了买艾草香
囊挂件。为进一步推动中华传统节日
振兴，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营造
浓厚节日氛围。在最后的文化活动环
节，巧手绣香囊再次把活动推向了高
潮，在现场老师的指导下，大家穿针
引线，红线飞舞，在一针一线的缝合
中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6月7日，记者
从市商务局获悉，中央电视台《三餐四季》
节目已于近日完成西宁站正式录制工作，节目
预期将于8月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并于近期借势推出西宁美食必打卡榜单、绘
制“美食地图”，品味西宁的三餐四季。

《三餐四季》是由商务部联合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旅美食文化
节目，收视率高、影响力大，此次选定
西宁市作为宣推城市之一意义重大。该
节目在西宁拍摄录制期间，由总台主持

人和知名人士组成“寻味团”，探寻西
宁人藏在三餐四季里的故土记忆、文化
传承和精神归属，展现西宁独特的历史
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

此次拍摄，西宁市政府分管领导亲
自统筹谋划、高站位布局调控，市商务
局进一步提升认识，增强工作主动，从4
月底开始筹备，组织全市市直机关单位
及相关部门召开3次协调会，做好摄制组
100余人15天的综合保障服务。加强与省
饭店烹饪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河湟

文化专家以及广播电视领域专家的沟通
衔接，统筹五区二县，配合摄制组推荐
地方特色美食及餐饮商家90余家、精品
旅游路线15条，完成近80个点位的采
集，最终确定6道传统美食细节、4个场地
（早餐：马尔沙牛杂、high life 咖啡集合
店；中餐：湟源县马家湾村水麦轻奢露营
基地浪山；晚餐：湟中区小钦山舍金维达
的家）及40余组空镜场地（湟水国家湿地
公园、北川河湿地公园、西宁市博物馆等
城市地标建筑和街景）拍摄。我市牢牢把
握在全国主流媒体平台宣传西宁的重大机
遇，梳理提炼特色亮点，多角度、全方
位、高密度组织宣传报道工作。

市商务局将持续做好三餐四季“后半
篇”文章，发挥好嘉宾名人效应，总结央
视主流媒体宣推西宁美食的成功经验，加
强内容谋划和宣传推广，将录制期间的嘉
宾吃播花絮制作成短视频，在多媒体投
放；用足用好人气明星刘雨昕庞大粉丝群
体的消费潜力，制定“刘雨昕粉丝专属套
餐”，让更多线上看客变成线下游客、“头
回客”变成回头客，探索商文旅协同推
进、同题共答的实践路径，形成共促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月7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诉
求898件次，网民留言105件（西宁12345微信公众号91
件、中国政府网 6 件、市长信箱 5 件、人民网 2 件、青海
12345政务服务网站1件），直接办理449件，转交责任单
位办理449件，回访量274件。

热点问题：
1.物业服务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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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噪音问题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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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消费维权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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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廉政拂清风，
端午粽飘香；巾帼送温暖，浓浓端午情。
连日来，全市各级妇联为进一步弘扬传
统廉洁文化，充分挖掘端午节的深厚文化
内涵，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端午节庆祝活动，给群众带去
了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党的政策真好，让我们度过了一个
温馨的端午节。”孤寡老人王玉珍说道。
在文亭巷社区院内到处洋溢着幸福喜
悦，淡淡粽香中传递着浓浓幸福味，这是
市妇联开展的“我们的节日·端午”暨“巾
帼连心聚力量 浓情‘粽’意暖人心”端午
节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在《夏都西宁好
风光》的开场舞中拉开序幕，通过群众喜
闻乐见的歌曲、舞蹈、诗歌朗诵等形式向
广大居民展示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成

果。台上演员倾情演绎，台下观众尽情
欣赏，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其乐融
融，为群众呈现了一场暖民心、强信心的
文化盛宴。在包粽子比赛环节，参加包
粽子比赛的选手们纷纷使出看家本领，
折粽叶、装糯米、压实、封口、扎绳等动作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现场粽叶飘香，其
乐融融。此外，还为优秀“江源爱心妈
妈”代表颁发了聘书，助力帮扶更多留守
困境儿童。城北区妇联、盐庄村党总支、
海湖桥西党委联合开展了“‘粽’享端午
时光 弘扬廉洁清风”主题活动，有100余
人参加。整场活动在唱红歌中拉开帷
幕，以红歌为纽带，用激昂的旋律和热情
的表演，共同唱响了节日的欢歌。“青叶
白米出廉味，紧扎粽线筑廉防”。活动现
场，大家齐上阵，共同动手包“廉洁粽”。

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听党员干部分享家
风故事、廉洁事迹，将家风家教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旨在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到家风建设工作中，真正把修身、齐家落到

“柴米油盐”的点滴生活中，营造“党风清、
政风淳、家风廉”的浓厚氛围。

迎端午、艾草香，巧手多、做香囊。
湟源县妇联举办了以“‘粽’情欢笑迎佳
节 共绘幸福同心圆”为主题的端午节系
列活动。香包制作匠人现场展示香包制
作技艺，绣娘们为群众和游客讲解香囊文
化内涵、寓意及制作技巧，丝丝线线缠绕
出对端午祥和、生活安康的美好祝愿。

本报讯（实习记者 衣凯玥）为传承
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传统节日
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扎实做好特殊群体的
关心关爱服务工作，日前，团市委联合市青
年志愿者协会、青海天奕药业有限公司在
城东区凤凰园社区开展“浓情端午情暖人
心”端午节关爱慰问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团市委工作人员为10位困
境青少年、空巢老人送上了节日慰问金，
表达了政府对特殊群体的关心关爱，并

与老人和青少年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
们的日常生活问题，并鼓励青少年要树
立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态。爱心企
业为15名困境青少年、空巢老人送上学
习及生活物资，鼓励青少年要勇敢面对
困难，树立信心，努力学习。

在充满乐趣的包粽子体验环节中，
青年志愿者与老人、青少年温情互动、互
相交流、共话端午习俗，在活动中感受中华
民族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气息和独特

魅力。随后，青年志愿者走进空巢老人家
中开展爱与陪伴、清理卫生等力所能及的
志愿服务，用真诚行动表达对老人们的关
心与关爱。此次活动，不仅彰显了青年的
社会责任感，还体现了青年参与社会基层
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下一步，团市委
将整合各方社会资源，引导更多青年参与
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关注特殊群体的
所需所盼，让关心关爱志愿服务更有速度、
力度、温度。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
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艾香漫端午 书香促履职
——市、区两级政协开展读书分享暨“喧个来”活动

跟随央视品味《三餐四季》

西宁将推美食地图和必打卡榜单

我市开展端午节关爱慰问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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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清风送温暖巾帼端午传浓情

本报讯（记者 王琼）6月8日21时，央视三套《村节》
系列之《圆梦 千户营高台》终于掀开了神秘面纱，与全国
的观众和网友见面了。西宁再次上榜！在十几分钟的
播放过程中，湟中千户营高台的魅力再次被一一展现。

2024年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推出特别节目《村节》，节目遍访中
国大地上的传统村落。早在今年元宵节前，央视三套

《村节》栏目组就来到了我市湟中区拍摄了国家级非遗
项目——西宁市湟中区千户营高台。6月8日晚，《村节》
系列之《圆梦 千户营高台》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3
综艺频道播出，同时央视网、央视频同步播出。今年春
节期间，我市非遗文化湟中区千户营高台大放异彩，深
受群众热捧。截至目前，千户营高台的热度依然不减，
这就是来自非遗文化的魅力。

“在千户营看社火不看高台，就等于没看社火。”远
看悬，近看妙。

千百年来，热闹、红火、吉祥、希望……这些都代表
着青海群众过节最朴素的愿望和情结，而在千户营高台
里我们看到了非遗文化赋予的时光之美。

空中舞蹈—— 千户营高台里的文化之美
“目前，最高的高台可以达到8米……”来自湟中区

千户营村的高台手艺人张德明在节目中如是介绍。
“高台”与“高跷”，同属社火中的娱乐表演项目，而

千户营高台则是集铁工、木工、纸扎、绘画和戏剧等为一
体的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门类，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制作绝妙、造型优美、画面壮观，不但能塑造传统的戏曲
人物，还能不断创新，表现现代人物和现实生活，为广大
群众所喜闻乐见。由于制作精心、表演大胆，使千户营
高台美名远扬，又因其高峻、玄妙、含蓄、优雅、惊险等独
特的表演形式而享有盛誉。民间素有“空中戏剧”“空中
舞蹈”“空中杂技”等美称。

高台传统造型多取自《穆桂英》《天仙配》《白蛇传》《西
游记》等传统剧目，而如今，推陈出新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

高悬妙奇—— 千户营高台里的传承之美
老人们常说：“过年时绑了高台，踩了高跷的娃娃们就

会身体健康、学业有成，来年事事吉祥如意！”高台表演寄
予了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景和祈盼。千户营高台的演员虽然
都是青少年，但却是上百位成年人齐心协作共同完成的

“一台戏”。对于千户营的孩子们来说，能上高台就是一种
荣誉。每年一到正月，高台班子就要在全村3岁到8岁的男
孩中抽选出当年的“小演员”，如果当选，就要连续演三年，
于是爷爷传父亲、父亲传儿子，一代代千户营村民传承发
展着高台这门技艺，也让这门技艺红遍了河湟大地。

红火600年—— 千户营高台里的坚守之美
火了600年的千户营高台不仅让乡村火了起来，也让

西宁的非遗文化有了新的生命力。2008年在我国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湟中千户营高台赫然在
列。说起千户营高台的起源可最早追溯到明代洪武年间，
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据了解，明洪武年间一支南京
人迁居千户营，带来了《魁星》高台和制作技艺，于是第一
台高台亮相千户营。目前，千户营高台由最初的1台发展
为如今的19台。每台上的人物也由原来的2人至3人发
展到现在的5人之多，一些现代艺术形式也被融合到了高
台中。目前，《三大财神》《樊梨花征西》《封神榜》《三国演
义》《水浒传》等主题最常见。

“一路走来，千户营高台能够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
易的，而这一切也要归功于每一位从业者的坚持和努
力。”张德明说。

千户营高台登上央视《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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