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说这几天西宁人的朋友圈里啥最
火？那一定是西宁秋景。走进人民公园、
麒麟湾公园，走在西宁的大街小巷，那一幅
幅如诗如画的秋景照片，仿佛是大自然馈
赠的珍贵礼物，五彩斑斓的景色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西宁独有的秋日画卷。市民纷
纷感叹：这哪里是西宁，这俨然是一幅打翻
了七彩墨盘的绝美画卷。

自然画卷：多彩馈赠展秋颜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

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丰富多样
的自然景观。站在北山往远处眺望，仿佛
置身于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漫山遍
野的树木被秋霜染成了各种颜色，金黄的
杨树、火红的枫叶、橙黄的桦树交相辉映，
美不胜收。

在路上，记者遇到了正在拍照打卡的
黑龙江游客李先生。他兴奋地说：“西宁的
秋天这么壮美，大自然的色彩搭配得如此
和谐，让人忍不住按下快门，记录下这美好
的瞬间。”

除了北山，麒麟湾公园、湟水森林公园
等地也是赏秋的好去处。南山公园的红叶
似火，湟水森林公园的秋水潺潺，每一处都
散发着秋天独特的魅力。

历史韵味：古刹秋韵显庄重
西宁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悠

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众多的历史
古迹和古刹在秋天的映衬下，更显庄重与
宁静。

塔尔寺，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
寺院，屹立在西宁市西南方的莲花山中。
秋天的塔尔寺，没有了夏季的喧嚣，多了一
份宁静与肃穆。寺庙的建筑在秋色的装点
下，显得更加古朴典雅，金黄的树叶飘落下
来，洒在寺庙的石板路上，仿佛在诉说着岁

月的故事。
来自外地的游客张女士正在塔尔寺内

参观，她感慨地说：“秋天的塔尔寺别有一
番韵味。这里的建筑和文化让人感受到了
历史的厚重，而秋天的景色又为它增添了
一份诗意。”

北禅寺，坐落在西宁北山之上，依山而
建，气势雄伟。秋天，山上的树叶变得五彩
斑斓，与寺庙的建筑相互映衬，形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站在北禅寺的高处，可以
俯瞰整个西宁市区的美景，感受秋天的宁
静与辽阔。

乡村诗意：田园风光醉人心
走进西宁的乡村，仿佛走进了一幅充

满诗意的田园画卷。
地处湟源县城20公里外的东峡乡拉尔

贯村这几天迎来了一拨又一拨赏秋景的客
人。金黄的麦浪随风摇曳，远处的山坡上，
牛羊在悠闲地吃草，蓝天白云下，一幅美丽
的田园风光展现在眼前。

大通县东峡镇田家沟村也展现出别样
的美丽秋景。这里绿遍田野，潺潺泉水流
淌，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游客们纷纷感
叹，西宁竟有如此宛如江南的地方！蓝天
碧水、花树木桥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人
流如织，笑声回荡。

公园盛宴：花卉树木映秋美
这几天的各大公园，迎来了赏景“大

军”。而西宁野生动物园的菊花展更是成
为了人们赏秋的热门去处。菊花的绽放，
不仅为秋天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也为
人们的心灵带来了一份慰藉与温暖。记者
注意到，动物园为每个品种的菊花配备标
识牌及展板，详细介绍其名称、特点、历史、
文化内涵及诗词典故等。一位游客阅读展
板后赞叹：“原来每朵菊花都有如此深厚的

文化底蕴，这次菊展太让人开眼界。”
离开野生动物园，记者来到西宁建园

最早的综合性公园——人民公园。36公顷
的公园内，各类树木经春夏洗礼，在秋天披
上五彩斑斓盛装。金黄的银杏叶和火红的
枫叶在阳光下闪烁迷人光芒，与湛蓝天空
相互映衬，构成如诗如画的秋日美景。一
位正在拍照的市民告诉记者：“每年秋天我
都来人民公园，这里秋景太美，金黄树叶和
火红花朵让人心情舒畅。”

街头色彩：彩树增色添神韵
西宁街头树木也为秋景增色。主要有

杨树、国槐、丁香、海棠、银杏及彩叶树种金
叶榆、榆叶梅、五角枫、鸡爪槭、美国红枫
等。在人民公园驰园，上百株银杏吸引不
少人赏秋。

这些彩叶树种不仅为公园增添了美
景，也为市民们提供了一个休闲赏秋的好
去处。人们漫步在公园的小径上，欣赏着
五彩斑斓的树叶，感受着秋天的宁静与美
好。孩子们在树下嬉戏玩耍，欢声笑语回
荡在空气中。老人们则坐在长椅上，静静
地欣赏着这秋日的美景，享受着大自然的
恩赐。

团结公园和园树游园的彩叶树种，成
为了西宁秋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
见证着季节的更替，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
美丽与变迁。在宁大路、五一路、五四西
路，大叶榆或桃树金黄树叶渲染秋味；在行
知路、朝阳物流园区，杏树春可看花秋可赏
叶；在湟水森林公园、西山植物园、湟水河
畔、南川河畔、海湖新区等多处种植大量彩
化树种和花灌木，市民可去赏秋景。

规划韵味：城市地标展魅力
由上海市浦东新区援建的高原明珠观

光塔，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屹立在西宁大地，
已然成为西宁的标志性建筑。当记者登上
观光塔，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从这
里俯瞰，西宁市全景如一幅壮丽的画卷徐
徐展开，尽收眼底。

古老的寺庙、传统的建筑与现代的高
楼大厦相互映衬，展现出西宁的独特多元
魅力。生态建设的成果更是让西宁的秋天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绿树成荫、层林尽染，
吸引着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愿这片美丽
的土地，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绽放出更加
绚烂的光彩。 （记者 张永黎）

西宁秋色为何这么美西宁秋色为何这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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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那一眼，我便爱上了它，感觉我和它是
那么有缘分，回家后我的创作灵感被激发，于是
我熬夜创作了一篇关于雪豹的抒情散文参与征
文活动。”

“我每次去西宁野生动物园都会去看雪豹，
学校也发起了雪豹征文活动，我把自己的感受和
想法写成了一篇小文章，报名参加征文活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西宁旅游看到了雪
豹，就立刻被它深深吸引，回到自己的城市后，我
又从网上找了很多视频和资料开始了解它、关注
它，通过更深入的了解，我开始以它为主角创作
小小说，看到雪豹征文的活动我十分激动，挑了
一篇较好的参加征文活动。”

……
9月初，《西宁晚报》在报纸及微信客户端刊发

《晚报邀您讲述“我与雪豹的故事”》有奖征文活动
后，来自青海本地和全国各地的文学爱好者、普通
市民、中小学生、游客纷纷以电话和微信的方式积
极报名参加活动，一时间，一股“雪豹”热潮席卷全
国，不仅激发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更在
全社会掀起了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的热潮。

报名火爆，征文内容丰富多彩
“你好，我写了一篇诗歌，我要报名参加雪豹

的征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充分表达了我对雪豹
的喜爱。”“我也要报名参加征文，我投稿的是小
小说，我是北京的游客，来西宁旅游一眼就爱上
了雪豹，于是有感而发创作了小说，表达一些我
激动的心情。”“我是一名本地的文学爱好者，小
时候就听爷爷讲述雪豹的故事，看到雪豹征文活
动，我创作了一篇散文，请编辑查收。”

从诗歌到散文、从随笔到杂谈、从小小说到
小作文；从资深作家到雪豹“超级粉丝”、从文学
爱好者到外地游客、从青少年到老作家……一篇
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快速投到《西宁晚报》编辑部，
文章或细腻刻画雪豹家族的温情瞬间，或深刻剖
析其生存环境的严峻挑战，或展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好愿景，透过这些创作者细腻的笔触、
优美的文字，雪豹的灵动身姿被深情描绘，仿佛
跃然纸上，让编辑们眼眶一度湿润，原来这种青
藏高原野生动物中的旗舰物种早已走出西宁、走
出青海，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经过筛选，《西宁晚报》首批刊发了较为优秀
的“我与雪豹的故事”征文作品后，征文者的热情
再度被“点燃”。此后，来自北京、南京及本地的
征文稿件纷纷投来，其中既有初次投稿的也有再
次参与的，篇篇让人感动、题材丰富多彩。

“看到我写的文章刊发在《西宁晚报》上，我
和我的家人十分激动，家人鼓励我再接再厉，我
又创作了两首诗歌再次投稿。”来自广东东莞市
的文学爱好者何浩强对记者说。

雪豹之都，为征文赋予创作“灵感”
雪豹作为青藏高原旗舰物种，在青藏高原生

物多样性保护中处于核心地位，不仅是高山生态
系统的旗舰物种，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
征。西宁是雪豹保护和研究领域的先行者，是国
内雪豹迁地保护的领军者，通过多年的努力，雪
豹形象已经完全融入城市当中，成为夏都西宁实
至名归的最佳城市代言。

西宁有打造“雪豹之都”的优势与底气，作为
国家“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大后方，将个性化的城市形象浓缩在明
星物种“雪豹”中，西宁亮出这一张生态名片不仅
抓住了人心、还留住了游客。

在投稿中，很多文学爱好者和外地游客都表
示，他们虽然来西宁的次数不多，但西宁大街小
巷中的很多雪豹元素和西宁不遗余力抓住每一
次宣传雪豹、塑造“雪豹之都”形象的机会，尤其
利用演唱会等形式，都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

“灵感”，晚报恰逢其时举办“我与雪豹的故事”征
文活动一石激起千层浪，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魅
力和活力，也吸引了更多人的瞩目。

眼下，西宁晚报社联合西宁野生动物园开展
“我与雪豹的故事”有奖征文活动报名还在继续，
投稿截止日期为2024年10月31日，征文体裁不
限、字数不限，散文、诗歌、短篇小说等均可，但要
求内容健康向上，富有感染力。优秀作品将在西
宁晚报上刊登，并有机会获得由西宁野生动物园
提供的精美奖品。文字稿件发送咨询电话
18609719583（微信同号），更有机会受邀参与雪
豹保护教育活动，与雪豹保护专家面对面交流。
让我们携手，用文字书写出一篇篇“我与雪豹”的
感人故事，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贡献力量。 （记者 一丁）

持续征集，“我与雪豹的故事”征文活动火爆

本报讯（记者 衣凯玥）为进一步加强我
市基层团组织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日
前，团市委组织全市45名县区、市直单位、
企业及高校等领域基层团干部前往西宁供
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生态环境厅“生
态之窗”教育实践基地和西宁市第一、三污
水处理厂开展观摩交流活动。

走进西宁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
公司团委书记的带领下，团干部们参观了公
司企业发展历程展厅、青年之家阵地及公司
各团支部品牌工作文化墙，详细了解了公司
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以及公司党建带团

建、“一支部一品牌”等方面工作，为各基层
团干部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建强团组
织、动员青年挺膺担当等工作启迪了思路，
明晰了路径。在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生态之窗”教育实践基地，团干部们
通过指挥大厅显示屏，详细了解了青海“生
态之窗”远程视频监测系统的建设情况以及
近年来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进一
步加深了团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树
牢了生态文明理念。在西宁市第一污水处
理厂和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团干部们通
过实地观摩，掌握了基层团支部组织动员团

员青年投身生态环保一线工作情况，进一步
引导全市团干部增强节水惜水护水意识，积
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随后，在观摩交流会现场，来自团城东
区委、团湟中区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团
总支与市林草局团支部的4名团干部代表
作了交流发言，分享观摩活动的收获感悟，
探讨基层团组织建设新思路、新视角和新
方法，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工作经
验。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观摩活动，工
作思路得到了拓展，工作路径进一步明晰，
今后将结合实际情况，把参观学习收获转
化为推进共青团工作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的具体举措，为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上走在前作表率贡献青春动能。

团建交流增活力 观摩学习促提升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 通讯员 创建办）
近日，2024年第二届“吾爱吾师杯”全国高校
大学生语言文化素养与普通话大赛总决赛
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来自25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45所本科、高职、中职学
校的48支参赛队，135名国内学生和9名来
华留学生，齐聚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共同打
造一场勇攀中华语言文字高峰的盛会。

此次大赛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关于“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
战略部署，积极搭建竞赛、观摩、交流、协作、
展示的平台，进一步加大普通话推广应用，
不断提升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语言

文化素养，筑牢强国语言基石，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并为积极宣传雪豹之
都，助力五个中心城市建设，纵深推进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创建注入新的
内涵。大赛由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西
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承办，分本科组、高职
组、中职组、国际组四个赛道，由硬笔书法、
经典诵读、读书与演讲、戏剧创编与表演4个
赛项组成。经过激烈的角逐，共决出一等奖
10名，二等奖14名，三等奖18名。

大赛秉承“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
训、以赛促研”的宗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以提升中华语言文字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为出发点，突出优秀传统文化的
民族性、地域性，创造各族师生共学共享共
事共乐的条件，推动高校间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教学，促进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培养
大学生家国情怀，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立下“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深深根植
在各族师生的血脉当中，营造了“中华民族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全国高校学生齐聚西宁“论剑”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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