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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6月30日，青超联赛第六轮战
火重燃，西宁与同仁两地同时上演精彩对决。在西宁赛
区，西宁夏都队坐镇主场青海体育中心，迎战实力不俗的
海东青海拉面队。与此同时，黄南热贡艺术队也在主场
迎接海南龙羊队的挑战。

西宁赛区本轮比赛被冠以“湟源县主场”之名，赛前
湟源县为赛事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当地特产展
示与盛大的文艺表演交相辉映，吸引了上万名观众专程
前来观赛。场馆内气氛热烈，球迷们期待着一场势均力
敌的较量。

比赛伊始，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但场上局势胶
着，未能创造出太多破门良机。然而，在比赛进行到第89
分钟时，西宁夏都队凭借一次精彩的配合，成功破门得
分，实现绝杀。这粒进球不仅让现场观众沸腾，也让西宁
夏都队球员士气大振，他们凭借这一进球最终全取3分。

在另一场比赛中，黄南热贡艺术队凭借出色的整体
发挥，主场2:0战胜海南龙羊队，送给对手赛季首败。这
场比赛同样吸引了众多球迷的目光，黄南热贡艺术队的
出色表现也赢得了球迷们的热烈掌声。

本轮比赛结束后，积分榜格局发生微妙变化。玉树
牦牛队凭借大胜继续稳坐榜首，黄南热贡艺术队凭借胜
利升至第二，而西宁夏都队则凭借这场绝杀胜利，积分榜
排名跃升至第三。果洛格萨尔队凭借首场胜利成功脱离
倒数第二的险境，为接下来的比赛增添了信心。

西宁夏都队的这场胜利不仅提升了球队士气，也为
他们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球迷们对球队的
未来充满期待，相信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取
得佳绩。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6月30日，青超联赛西宁赛区
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湟源县主场日”活动。当日，湟
源县精心组织公共交通运输力量，将热爱足球的当地群
众免费送达青海体育中心，现场更有无数自驾而来的球
迷，共同见证了这一盛事。

湟源县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日月山下、湟水河上游，
是青海东部农业区与西部牧业区的交会地，承载着黄土
高原与青藏高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藏文化与汉文化
的交融。在这片山高水长、坡陡崖峭的土地上，青藏铁
路、京藏高速、109国道、315国道穿行而过，赋予了湟源

“海藏咽喉”的美誉。
此次主场日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足球爱好者的目

光，更成为湟源县展示其丰富旅游资源和特色农牧产品
的绝佳平台。

球场外，农牧产品、旅游景点、户外休闲营地的展览
推广琳琅满目，现做现售的湟源里脊让人饱了口服，刺绣
产品精美绝伦，吸引了大批群众驻足观看、购买。

在球场内，独具湟源特色的文艺表演更是让人目不
暇接。文成公主走进日月山的情景再现、湟源排灯的精
美绝伦，将湟源县独特的人文、历史魅力展现得淋漓尽
致。活动现场，湟源县还为观众准备了丰厚的奖品，包括
一头牦牛和数个千元大礼包，让现场气氛更加热烈。

记者从湟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此次活动共有92家
企业参与展示，涵盖了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展演和文
创集市、特色餐饮等多个领域。其中，青海三江一力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纷纷亮相，充分展示了湟源县
在农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湟源严酿皮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当地
老字号企业，凭借其独特的酿皮制作技艺和优良品质，赢
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赞誉。该公司通过不断改善生产工艺
和生产环境，拓宽销售渠道，成功将“湟源严酿皮”这一地
方特色美食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湟源县主场日”的成功举办，不仅为青超联赛增添
了浓厚的地方色彩，也为湟源县农畜产业和旅游资源的
综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马上举行的第二十三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丹噶尔古城将第一次迎接这项国际赛事，湟源县将借
助体育赛事的东风，进一步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为即
将到来的环湖赛和丹噶尔古城的拥抱提供更强大的动
力。

湟源万人聚西宁

丹噶尔古城美物亮相青超联赛

西宁夏都队主场绝杀对手

积分榜跃升至第三

看赛逛展，青超联赛打开方式不止一种
6 月 30 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

超级联赛（以下简称“青超联赛”）西宁
赛区“湟源县主场日”拉开帷幕。西宁
夏都队与海东青海拉面队在海湖新区
青海体育中心展开对决。

绿茵场上的激烈赛事、精彩的文艺
表演、露营基地体验、优质农产品展示、
非遗文创产品等“青海特色”扮靓了赛
场，让赛场内外精彩不断！

走进球场走进球场，，感受激情和竞技感受激情和竞技
喜庆的服装、深情的旋律、整齐的

队形、优美的动作……随着激昂的音乐
响起，舞者纷纷走上球场，以多种舞台
艺术表演形式全面展示“唐蕃古道·日
月湟源”的秀美山川和文化底蕴。现场
观众们被精彩的表演深深吸引，掌声和
欢呼声此起彼伏。

开场演出后，球员们走上绿茵场，准
备迎接即将开始的足球比赛。赛场上的
球员们奋力驰骋，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他
们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

门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看台上的
观众纷纷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呐喊助威，
现场气氛热烈。“每场比赛都是体育和文
化的盛宴，观看比赛不仅能体验足球运
动的魅力和激情，也能在表演中感受青
海独特的人文风情。”市民彭胜说道。

好看好逛好看好逛！！““青海特色青海特色””扮靓展区扮靓展区
“这有露营地推介！这个地不错！”

“这些香包五颜六色的真好看！”“湟源
陈醋咋卖的？”比赛现场，足球的热血与
激情让人心潮澎湃，而赛场外的展区如
同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展现着青海的
独特魅力。

牦牛肉干、菜籽油、蜂蜜、湟源陈
醋、沙棘果糕……农产品展区里，各种
青海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市民和游
客们纷纷驻足咨询，挑选自己喜欢的产
品带回家。在非遗展区，湟源排灯、丹
噶尔皮绣、香包、刺绣等非遗产品以其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吸引了众
多市民和游客的目光。大家对这些传

统技艺充满了好奇和敬意，或拿出手机
拍照记录、或询问制作技艺、或挑选喜
欢的样式和颜色。“我们带来了香包、胸
针、皮绣等手工艺品，每一个产品都融
合了青海元素，这次赛事为我们提供了
展示和销售的平台，也让更多人了解了
湟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湟源县丹噶
尔皮绣研制开发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刘玉桂说道。

此外记者注意到，湟源旅游推介展
区和露营体验区也有不少市民和游客
正在咨询、体验。市民和游客通过生动
的讲解、精美的宣传手册、现场体验，了
解了湟源的旅游资源与特色景点，还感
受到了“浪河滩”的无限魅力。“过几天
刚好要去‘浪山’，这有几家露营地信
息，我们拍下来回家选一选！”正在逛展
区的市民兴奋地说道。（记者 衣凯玥）

人们常说，爱上一座城，始于初见，
终于其韵。

在西宁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近期
有一条独特的街道——豹街·西海路美
食街火了。“豹街”不仅是“爆街”，它更
承载着西宁“雪豹之都”的深厚文化内
涵。雪豹那矫健、神秘而又威严的形
象，深深烙印在这座城市的灵魂之中。
豹街的名字，正是对这份独特称号的致
敬与传承。你可能不知道豹街旁还有
西宁的“四馆”，豹街旁还有海棠公园、
山地体育公园和沈那遗址公园环绕，豹
街旁还有一处拥有3500多年历史的沈
那遗址。

豹街，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提醒着
每一个西宁人，要像雪豹一样坚韧、勇
敢，在生活的挑战面前不屈不挠。同时，
也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让他们
在这里领略到西宁独特的文化魅力。

豹街旁的文化地标豹街旁的文化地标——西宁西宁““四馆四馆””

在豹街的不远处，矗立着西宁“四
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
馆。它们是西宁的文化瑰宝，也是市民精
神生活的重要源泉。图书馆内，书架上摆
满了琳琅满目的书籍，从古今中外的经典
名著到最新的科技文献，应有尽有。读者
们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汲取着智慧的养
分。文化馆则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如
音乐会、舞蹈表演、戏曲演出等，让市民们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准的艺术盛
宴。博物馆里，陈列着西宁悠久历史的见
证。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诉说着古西宁人
的生活故事，展现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脉
络。美术馆中，展出了众多艺术家的作
品，油画、国画、雕塑等形式多样，风格各
异，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和艺术的启
迪。西宁“四馆”犹如一座知识的宝库，为
豹街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让人们在感
受现代都市繁华的同时，也能领略到历史
文化的博大精深。

豹街旁的休闲乐园豹街旁的休闲乐园——公园环绕公园环绕

豹街的周边，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海棠公园、山地体育公园和沈那遗址公
园将豹街环抱怀中。

海棠公园内，每逢春季，海棠花竞
相绽放，粉的、白的、红的，交相辉映，形
成一片绚丽多彩的花海。人们漫步其
中，感受着微风拂过脸颊，花香沁人心
脾。这里是情侣们约会的浪漫之地，也
是家庭出游的温馨之所。

西宁首座山地体育公园与豹街一
街之隔，公园内篮球场上，年轻人挥洒
着汗水，展现着青春的风采；足球场上，
孩子们尽情奔跑，追逐着梦想的脚步。
公园内涵盖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网球等场地以及儿童游乐区、健身
器械区、智慧健身驿站七大板块，是游
客日常休闲健身好去处。

与豹街喧嚣形成对比的是一街之

隔的千年古迹——沈那遗址。坐落于
沈那遗址之上的沈那遗址公园成为市
民在豹街“狂吃狂玩”后休憩散步的好
去处。记者日前从已开放的西侧公园
进入，蜿蜒溪流流淌在郁郁葱葱的草
地、树木之间，园内不少市民正在这里
闲暇休憩，这里不仅具有地域特色还集
文化传承、展示休闲功能于一体。在沈
那遗址公园，市民在休闲中可以了解到
古遗址历史文化，丰富遗址文化认知，
而且整个公园景观绿化面积约18万平
方米，每每夏季，萱草、荷兰菊、八宝景
天、大花滨菊等 10 多种花卉将竞相盛
开，将这里装点成一片美丽花海。

豹街旁的岁月见证豹街旁的岁月见证——千年古迹千年古迹

豹街旁，有一处拥有3500多年历史
的古迹——沈那遗址。它坐落在城北
区小桥村北，位于湟水河和北川河交汇
处的台地上，总面积大约 10 万平方
米。“沈那”是羌语的音译，意为依山面
水、黑刺林茂盛之地。

沈那遗址在地下埋藏了3500多年，
其发现者是裴文中先生。《西宁晚报》在
2015年的“青海视野”专刊中曾以《三千
多年前的西宁人》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裴文中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
现者，1948年，他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
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作了为期3
个月的考古调查，沈那遗址便是这一时
期的意外收获。

虽然有关裴文中发现和认定沈那
遗址的文献很少且记载简略，但他临行
前作出判断：这是一处隶属齐家文化的
古羌人聚居村落，是远古人类从新石器
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种文化遗存，
是大约3500年前的古羌人聚落村，这个
定论被很多学者接受和认同。

据了解，早在殷商时期，青海就被称
为羌戎之地，到了东汉设置西羌校尉之
后，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羌人作为河

湟地区的主人，始终生活在青海大地
上。他们是土著青海人，土著西宁人。

因为种种原因，裴文中离开青海的
40多年间，沈那遗址一直没有被大规模
发掘。上世纪70年代末西宁市政府曾
经组织有关部门对沈那遗址进行过挖
掘，但规模不大，后来还对挖掘过的地
方进行了回填。1979年西宁市人民政
府将沈那古文化遗址作为第一批西宁
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公布。

沈那遗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在上
世纪90年代初，1991年—1993年，青海
考古所组织有关部门对沈那遗址进行
了大规模发掘工作。此次试掘面积有
2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2米。经
过考古发掘，发现一批齐家文化房址、
墓葬、灰坑和一批石、骨、陶遗物。

其中在31号探方内出土的巨型铜
矛是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精品，它是我
国铜石并用时代的一件最大的青铜兵
器，堪称“中国矛王”。这件“中国矛王”
的确令人震惊，其矛阔叶状，双面锋刃，
长61.5厘米、宽19.5厘米。矛中部两面
有1.5厘米高的脊梁，銎（斧子上安柄的
孔）与刃部结合处设一曲状倒钩。圆銎
下端有一纽和三道圆箍，銎内遗留残木
柄痕迹。此矛1996年被国家文物鉴定
小组确定为一级文物。现在这件震撼
考古界的“圆銎宽叶倒钩青铜矛”已被
青海省博物馆收藏。“中国矛王”记载了
我们祖先征战时的悲壮场景。

如今，这处千年古迹成为西宁的重
要文化遗产，吸引着众多学者和游客前
来探寻。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西
宁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让后人能够了
解先辈们的智慧和奋斗历程。豹街，这
条充满魅力的街道，融合了自然、文化、
历史与现代。它是西宁发展的一个缩
影，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无限
活力。让我们一起走进豹街，感受它的
魅力，聆听它的故事。 （记者 张艳艳）

探秘豹街旁的3500年前古迹

文化中国行文化中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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