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4年8月21日 星期三

版面 / 素珍 校对 / 寒倩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9A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8月20日，大柴
旦翡翠湖景区内发生了一起紧急救援事
件，一名游客在湖边拍照留念时，不慎失足
滑入湖水中，情况危急。幸运的是，游客的
同伴及景区工作人员迅速反应，通过及时
使用救生圈等救援设备，成功将游客安全
救起，展现了景区高效的安全应急机制与
游客之间的互助精神。

据 现 场 目 击 者 及 景 区 管 理 部 门 透
露，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游客在湖边寻
找最佳拍摄角度时，因湖边湿滑不慎滑
倒，直接落入了湖水中。事发地点的水
深在 30 至 70 厘米之间，由于游客受到惊
吓，难以自行脱困，情况尤为紧急。

关键时刻，游客的同伴立即大声呼救，
并尝试接近施救。同时，景区内巡逻的工
作人员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他们利用专
业的救生设备——救生圈，迅速准确地抛
向落水游客，在众人的合力协助下，成功将
游客拉回岸边，化险为夷。

获救后，游客情绪逐渐稳定，景区方
面立即安排人员为游客进行全身冲洗，
并提供必要的休息场所，确保游客身体
无恙。经初步检查，该名游客身体状况
良好，未受严重伤害，随后由其同伴陪同
离开。

此次事件再次提醒广大游客，在享受
自然美景的同时，务必注意个人安全，遵守
景区规定，切勿随意下水或进入非游览区
域。记者了解到，翡翠湖景区内已设置多
处醒目的警示牌，明确禁止游客随意下水，
以保障每一位游客的安全。

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将继续加强安全
管理，优化应急响应流程，同时加大宣传力
度，提升游客的安全意识，确保每一位游客
都能在享受美景的同时，拥有一个安全、愉
快的旅行体验。

“根根丝线，闪耀吉祥光芒。双双巧
手，绣出美好生活。种种绣法，传承千年
技艺。”走进大通县民族特色非遗工坊，一
件件青绣作品或挂在墙上，或平铺在桌
上，每件作品独具特色，讲述着自己的故
事。绣娘们手中的一针一线贯穿着奇巧
心思，精湛的技艺和投入情感的集成她们
手中的作品，绝无仅有。

让青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大通县
东西部协作工作在“数字流量经济赋能
乡村振兴，聚焦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的
指导思想下，持续深入推进民族特色文
化赋能特色产业融合发展。以非遗工坊
为载体，“文化+人才+产业”，三驾马车
同向发力。成立了产业应用平台“大通
县民族特色非遗工坊”，充分挖掘青绣等
民间手工艺文化遗产价值，让民族文化
资源更加多姿多彩，继承更多民族文化
记忆，助力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
兴。

在自家炕头上就能挣钱

2021 年 12 月 30 日，大通县民族特色
非遗工坊正式挂牌。非遗工坊为青绣等
一批传统手工艺搭建“亮相”平台，让更多
民族文化技艺被继承。

青绣成为大通妇女致富奔小康的重
要技艺之一，“指尖技艺”变为了“指尖经
济”，用“指尖”推动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人才振兴，让更多妇女用巧手实现了致富
的梦想。

李生莲也赶上了这波热潮。“以前在
外地打工，一年到头挣不到几个钱，现在
能一边照顾家，一边做点青绣赚些钱，既
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也把我们的传统
手艺传承下去，一举多得……”大通县桥
头镇居民李生莲手里绣着刚接到的订单，
一边和记者聊着。

据介绍，大通县现已建成 6 家“青绣
人家”非遗生活馆，预计 2024 年直接带
动经济收益 1000 万元。2022 年—2023
年联农带农人数近 300 人，带动近百位
非遗青绣手工艺者实现增收，年人均增
收 5000 元。建立县域非遗人才库，入库
青绣绣娘 100 名，入库皮影、农民画、砂
罐、牦牛毛编织等 20 余项非遗传承人、
技艺能手 80 名；建立 10 个服务于产业化
的乡村非遗指导站，包括非遗项目青绣、
砂罐、皮影、唐卡、牦牛毛编织等，培养
3000 名符合县域品牌技能标准的青绣绣
娘。

大通绣娘上海时装周上展风采

7月底，一场青绣专业培训在大通县民
族特色非遗工坊火热进行，80余位绣娘在培
训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针法和色彩搭配。

“这次的培训主要针对有基础的绣
娘，培训结束后就能上手完成订单。”大通
县民族特色非遗工坊生产管理负责人杨
秀清介绍道。

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培训中，“绣美乡
村计划”是一项将非遗青绣与“高原美丽
乡村”相结合的长期非遗产业化发展项
目。该计划致力于通过振兴青绣这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当地乡村的美化和经
济发展，同时树立闪亮的地域文化名片。

青绣正逐渐走出省门，走向更宽阔舞
台！2023年非遗工坊绣娘将自己的青绣作
品带到上海时装周舞台，在时装周现场进
行深度参与活动交流，并完成了时尚大片
拍摄，发布在产业权威媒体渠道品牌推介
达22家。2024年3月非遗工坊绣娘再次受
邀参加 2024 秋冬上海时装周，“为蔚蓝”
RISEUP 可持续时尚设计特展系列活动。
工坊正尝试用传统的刺绣、钩针、编织等手

工艺与当代时尚相结合，全面体系地推进
非遗创新成果在全国乃至国际舞台上的品
牌化发展，不断提升县域经济品牌美誉度。

用一针一线“绣”出美好生活

一大早，朱明娟就来到自己的小店里，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虽然刚开业不久，但是
已经有了订单，这让她对自己有了信心。

朱明娟原本也是非遗工坊的一位绣
娘，在老师的帮助下，她很快就掌握了青
绣的刺绣要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练
习，她已经可以自己开店接单了。乘着

“网络直播”的快车，她也在网络上获得了
一些客户和学生。

“非遗工坊+非遗指导站+合作社+绣
娘”模式，带动更多大通县非遗项目传承
人等群体实现就业创业，使当地各民族优
秀传统技艺得到有效保护。同时，搭建东
西部妇女手工业沟通交流与协作发展平
台，邀请江苏省4名产业教授、名家、名师
为该县70余名绣娘传授技艺，有效地提升
青绣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为绣娘们提供更
好的创作环境，助力她们在传承青绣艺术
的同时，实现收入的增加。（记者 师晓琼）

近日，一则关于自驾游车辆在青海旅
游途中撞死牦牛，当地牧民索要高额赔
偿的消息在网络上发酵，引发广泛关注
和争议。经过西宁晚报记者深入调查，

“天价”赔偿一说被证实为谣言，纯属一
些自媒体为博取流量编造的谎言和主观

“臆想”。

事实还原：
““天价天价””赔偿金额系编造赔偿金额系编造

经海南州交警支队倒淌河直属大队
证实，该起事故确实发生在8月17日的青
海湖旅游专用公路上，但事故中实际死亡
的牦牛数量为6头，而非网传的4死1伤。
更为关键的是，当地牧民并没有向游客提
出每头牦牛3万元的“天价”索赔金额，而
是积极参与自驾车游客营救和事故处
理。事后，保险公司介入赔偿事宜，而赔
偿的金额也不是网络上传言的那样。

牧民心声：
合理赔偿合理赔偿，，维护形象维护形象

在接受采访时，当地牧民表示，他们
对自己的牛羊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绝不
会“漫天要价”，也没有所谓的“天价”赔
偿。他们更希望通过合理的赔偿来弥补
损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漫天要价”来索
赔，“这会损害青海的形象”。青海省作为
畜牧业大省，政府部门长期以来高度重视
农牧民的财产保障问题，积极推动农畜产

品保险的普及。通过政策宣传与引导，农
牧民对于自家牛羊的实际价值有了更为
清晰的认识，能够在遇到类似事故时理性
维权。此次事故中，牧民的合理索赔与保
险公司的及时赔付，正是这一政策成效的
生动体现。

当事人：
青海和牧民被造谣中伤了青海和牧民被造谣中伤了

8月20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事故车
辆的乘客——甘肃籍游客王欣（化名），她
还原了事发的全过程：8月17日下午，我们
一家人驾车从青海湖旅游专用公路向西
行驶，突然前方一辆车变道别车，我老公
（驾驶员）视线受阻，和牦牛群相撞，当场
有 5 头牦牛被撞死，还有 1 头被撞成重伤
最后也死了。

“这几日我看到网上那些谩骂青海的
言论和一些不知事件真相的媒体‘胡编乱
造’的报道，很难过，事实不是那样的。”王
欣情绪激动地说：“事故发生后，牦牛主人
和村里的人都来了，他们一遍遍地问我们
人有没有事，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钱的
事。”随后，王欣愧疚地哭诉道，“对不起！
网上的谣言对青海，对善良的青海老百姓
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牦牛损失：
由保险公司直接向牧民赔付由保险公司直接向牧民赔付

记者了解到，王欣家的车辆购买了相

关保险，车损和牦牛的损失均由保险公司
赔付。

据悉，经保险公司的定损评估，最终
确定事故中每头牦牛的平均赔偿金额为
4000 元（被撞死的有大牦牛和小牦牛）。
这一结果得到了牧民的认可，双方就此达
成了赔偿协议。这也表明，在涉及交通事
故赔偿的问题上，应该通过专业的评估机
构来确定损失金额，以确保赔偿的公正性
和合理性。

警示与反思：
网络谣言须警惕网络谣言须警惕

此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网络并非法
外之地，对于未经核实的信息，我们应该
保持警惕和理性。一些融媒体和自媒体
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就搬运和转发一些
视频内容，不仅误导了公众，也损害了相
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也应该
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避免被不实
信息所误导。

记者手记：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我们应该关注
的是如何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以
及如何在事故发生后进行公正合理的
赔偿。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网络谣言
的危害性，共同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
间。

（记者 金华山）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日，记者从
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获悉，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发现青海省新纪录种——黎戈灰
蝶。

据了解，近年来，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建成陆生野生动物
监测体系为目标，与青海师范大学合作，实
施“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蝴
蝶多样性调查研究”项目。通过对保护区
范围内调查到的蝶类进行鉴定和分类，发
现保护区现分布有蝴蝶8科44属63种，其
中青海省新纪录种1种（黎戈灰蝶），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君主绢蝶），大通
县新纪录种11种。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
提高了保护区科研水平，补充了保护区蝴
蝶物种及其分布的本底数据，为蝴蝶物种
和环境变化的监测以及更深入的科学研究
打下基础，也为加快保护区陆生野生动物
监测体系的构建作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
定经验。

蝴蝶隶属于鳞翅目昆虫，作为昆虫纲
第二大目，种类繁杂，数量众多，分布广
泛，是昆虫研究中的重要类群。环境的
细微变化能够迅速准确地反映在蝴蝶的
种群动态和群落结构特征中，因此，蝴蝶
非常适合用来监测环境变化趋势、生态
系统健康状况、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
干扰程度等，成为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监
测指示生物。开展长期的蝴蝶监测工作
对于了解蝴蝶种群变化、预测生态风险、
制定生态保护策略等方面具有重要价
值。

让青绣走向更广阔舞台

游客拍照不慎滑入翡翠湖

众人合力救援化险为夷

撞死牦牛被索撞死牦牛被索““天价天价””赔偿系谣言赔偿系谣言

西宁发现西宁发现
青海省蝶类新纪录种青海省蝶类新纪录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