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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
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四地”建设，是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展
优势和区域特征，亲自为青海推动高质量发
展擘画的重大战略。

按照这一战略要求，西宁市上下以走在
前作表率的使命担当和行动自觉深入推进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让更多“西宁
产”走上高质、高量的发展之路。作为推动

“四地”建设的创新举措，青藏高原绿色低碳
农业科技服务平台应运而生。

走进青藏高原绿色低碳农业科技服务平
台，舒适现代的装修风格与“一廊、三部、一商
城”的规划布局让人眼前一亮。从西北地区
第一张农业碳票的发行到助农科技服务，这
里成为全市绿色农业发展的窗口，也成为推
动西宁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平台。

先行先试先行先试 多个多个““第一第一””从这里诞生从这里诞生

2024年9月29日，西宁市城北区举办农
业碳汇碳票发行仪式，全区首张农业碳票正
式发行，这也是西宁市乃至青海省发行的第
一张农业碳票。

农业碳票是什么？与青藏高原绿色低碳
农业科技平台有什么关系？带着疑问，记者
走进青藏高原绿色低碳农业科技平台。

青藏高原绿色低碳农业科技平台是一个
综合性多功能服务平台，平台总体分为“一
廊、三部、一商城”，旨在创新载体以农业碳汇
带动全区乃至全市、全省的碳普惠体系建设。

“第一张碳票是在我们平台通过专家库
成员认定完成的，当天的发布仪式我们还召
开了首个零碳会议。”碳慧（青海）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高源说，碳票的发行，标志着西宁在
绿色有机农业这条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碳票与西宁绿色有机农业的故事说来话
长。去年，碳慧（青海）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国
际国内相关标准，通过高精度卫星定位以及
实地勘测，选择圈定了大堡子镇 1000 亩农
田，并采集了多份土壤样品，送交青海农林科
学院土壤所实验室进行了精确检测。经计
算，这1000亩农田未来五年内，在保护性耕
作模式下可固化 1137 吨二氧化碳，也就是
1137吨的碳汇量。

简言之，这1000亩农田在保护性耕作模
式下，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137吨，让
绿色农业在发展中实现生态保护。

农业碳票的发行，是西宁市强化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战略的具体行
动。它通过低碳、零碳产品的打造，不仅提升
了全市农产品的生态附加值，进一步加强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的优质优价输出，增强市场
竞争力，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绿色、低碳的
消费选择。

创新引领创新引领 让更多碳票变钞票让更多碳票变钞票

碳票的发行是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一步。
“农业领域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碳排放

量的17%以上，农业碳汇是国家‘双碳’目标
的基石之一。以西宁215万亩农田为例，若
全部开展农业碳汇行动，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量43万吨，价值高达4085万元。这不仅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为城市碳普惠
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高源表示，为
了让农业碳汇实现价值转换，发行仪式上，
1137.48吨碳汇由三家外地单位以55元一吨
的价格认购了840吨，剩余297吨由城北区政
府购买用于抵消碳票发行仪式上产生的碳排
放。

此次碳票的发行，通过将碳减排量量化、
确权，并转化为可交易的碳票，为双碳目标的
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实现了全市从无到
有的突破，成为西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的一大亮点。

在农业碳票发行的基础上，青藏高原绿
色低碳农业科技平台还根据其定位，助力“四
地”建设。

青藏高原绿色低碳农业科技服务平台的
主体部分是由科技赋能部、产业加速部、低碳
赋能部和零碳商城组成的“三部一商城”体
系。

零碳产业部可以为企业进行碳足迹核
算、碳标签签发、零碳产品认证，经过碳足迹

认证的产品，会进入零碳商城销售。科技赋
能部可以进行创新技术孵化，让更多外地的
优质绿色技术适应青海。科技情报收集组可
以主动、及时、大量收集科技信息，并发布给
企业，帮助企业消除信息差。科技咨询服务
可以协同各科研机构，为园区企业和周边农
户提供各类技术支持服务。

对青藏高原绿色低碳农业科技平台来
说，助力农业绿色发展只是起点，该平台在建
设之初就将建设碳普惠城市作为目标，为西
宁践行“双碳”目标打下了基础。

科技赋能科技赋能““能源草能源草””成功落地成功落地

低碳不仅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
设的基本要求，更是践行“双碳”目标的必经
之路。

在西宁，“太空芦竹”的试种，成为城市低

碳发展的全新路径。
“太空芦竹”也称为“能源草”。经过太空

育种改良的能源草种，克服了喜温惧寒的短
板。2024年8月，由城北区政府和青藏高原
绿色低碳农业科技服务平台牵头在大堡子镇
试种了100亩太空芦竹。试种成功后，太空
芦竹便可连续收获十年，一年的亩产在8吨
左右，产量稳定且价格低，可以加工成生物质
颗粒代替煤等传统燃料。

“太空芦竹熬过这个冬天就算试种成
功。这标志着我们在寒冷地区试种能源草取
得了重大突破。这不仅为生物质能源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青藏高原的绿色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高源对太空芦竹在西宁的
试种充满信心。他表示，不久前，他刚去试种
太空芦竹的温室大棚，里面绿意盎然，充满希
望。

作为青藏高原绿色低碳农业科技服务平
台首次孵化的技术，太空芦竹的试种成功与
否至关重要。

“作为生物质能源，太空芦竹在工业生
产、居民取暖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高
源表示，经过他的调研，在城北区盐庄附近的
一些地区，大部分居民依旧靠生炉子或空调
取暖，既不环保也不经济。未来，他们有望使
用太空芦竹加工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取暖，不
仅提升了生活品质，还解决了烧煤取暖造成
的环境污染问题。

第一个碳中和会议、第一张农业碳票、
第一次试种能源草……这些“第一”成为西
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的里程碑。如
此种种科技赋能和低碳、零碳的打造，目的
只有一个——实现绿色发展，为“四地”建设
添砖加瓦。 （记者 李晓娟 实习记者 措毛）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日，由省藏剧团·黄南州
民族歌舞剧团精心打造的大型安多藏戏《金城公
主》，成功入选第八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
展”，并将于1月8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盛大上演。

据了解，《金城公主》以唐朝第二位入藏公主——
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深度还原了
金城公主入藏的过程以及她入藏后坚持推进民族融
合的丰功伟绩。剧中，金城公主以智慧、忍耐克服困
难，化解矛盾，巩固唐蕃友谊，促进民族团结，展现了
其作为和亲公主的坚韧与担当。该剧通过跌宕起伏
的剧情和精彩纷呈的表演，歌颂了金城公主为推进祖
国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团结所
作出的历史贡献。

该剧目由著名藏戏编剧、导演仁青加担任总编
剧、总导演，集结了青海省藏剧团内优秀创作力量，
同时邀请了国家级作曲、舞美设计师、服装设计师、
民族音乐制作师等专家承担相关创作任务创作完
成。

据悉，第八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旨在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高质量传承发展，振兴繁荣戏曲艺术。
此次《金城公主》的成功入选，无疑将为首都观众带
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在丰富戏曲文化多
元性的同时，让观众深刻领略民族戏曲艺术的独特
魅力与深厚内涵。

自从进入腊月以来，西宁的年味是一天
比一天浓。浓浓的年味从哪来？就是从百
姓充满欢歌笑语的社火排练中来。在我市
湟中区，浑厚的鼓乐、清脆的锣声，土门关乡
青峰村和土门关村，海子沟乡顾家岭村，鲁
沙尔镇阴坡村、阳坡村、地窑村、下重台村、
朱家庄村，西堡镇葛一村、东两旗村、西花园
村、羊圈村、佐署村、堡子村、新平村……近
40 个村的村民们已经开始排练起社火来
了，农村的年味是越来越浓。

每年到了寒冬腊月时节，“会头”便把村
里几个耍社火能手召集在一起，谋划起过年
耍社火的事宜。这些“会头”大都是非遗传
承人，按照每年的惯例，成立筹备小组，确定
相关事宜，有人负责把耍社火的道具找出
来，有人负责将耍社火的人员召集起来，有
的耍社火的道具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有些破
旧了，于是村里还需要有专门的师傅把这些
旧的道具重新整修。

“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耍社火需要用
到的道具都会在网上选，几天就到了，一点
都不耽误事！”准备好一切就开始排练了。

为什么社火排练是社火表演中最重要
的一环？

“社火排练的过程就是传承的过程，老人
带新人，新人多练习，西宁人用耍社火的形式

在讲故事，在感恩，在表达情感，大家举全村之
力欢欢喜喜干着一件事——让过年更有年
味，让新时代乡村更有人情味。大伙始终在用
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展现一种文化内核，排练的
过程就是聚力的过程。”湟中区拦隆口镇千户
营高台艺人马启明向记者介绍道。

今年春节期间还有上百场的社火表演
呢！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我市各县区村的社
火队在整体格局上都相差无几，一般包括舞
狮舞龙、太平鼓、抬花轿、大秧歌、金钱棍、灯
官大老爷、哑巴、罗汉、胖婆娘、竹马子、大花
篮、龙灯、滚灯、伞灯、碗灯、高跷、寸跷、旱
船、高台等，社火演员是社火表演的轴心和
灵魂。其中，湟中区鲁沙尔高跷和千户营高
台是每年群众最为期待的社火表演。据了
解，从2月初，各村社火将会进入正式演出
阶段，仅湟中区就有128个村准备了社火表
演，花式的旱船、欢腾的秧歌、铿锵有力的太
平鼓、气势磅礴的舞龙、活灵活现的舞狮以
及高悬奇妙的高台……“请社火”“送社火”，
社火表演一场接一场，以社火开年已成为西
宁年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年此时，
每一个乡村，除了散发着黄土地质朴的乡村
气息之外，每一场社火表演都寄托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饱含着对新年风调雨

顺、吉祥如意、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
传统的社火和新式社火哪个更让人期

待？
“在我们村玩社火有个习俗，起玩就是

三年，全村村民对社火的期待值非常高，哪
里排练社火哪里就最热闹，村民的文化生活
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马启明高兴地说。

青海有句俗话：“不跳不闹，新春不
到”。从正月初开始，社火轮番上演，从排练
到演出，导演、演员、化装师都是土生土长的
农民，所有演员叫“身子”，灯官老爷、哑巴和
胖婆娘等叫“大身子”，每支社火队有100至
200 个“身子”不等。看着长长的社火表演
统计表，记者发现，今年的社火表演不仅能
看到传统的社火表演，而且还能看到一些新
的社火表演形式。比如今年的高台，在保留
原有的传统高台剧目的基础上，还将创作的
主题盯上了年度热门事件，这非常值得期
待。“鼓励和动员新的年轻人加入高跷队伍，
苦练跷上技艺，演唱社火曲调，努力使这种
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完整地传承下来。”高
跷艺人霍生军呼吁道。 （记者 王琼）

科技赋能 绿色有机农业乘势而上
——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系列报道之三

大型安多藏戏《金城公主》即将亮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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