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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措毛）1月13日，记者从
青海省残联获悉，2024年我省在残疾人福利与
服务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全省残疾人两项补
贴惠及10.6万人，累计发放资金达1.43亿元。

社会救助方面，36910名残疾人被纳入低
保，5493名纳入特困供养，消除了1694名残疾
人的返贫致贫风险。此外，3600名残疾人获得
托养服务，1175名残疾人获得机动车轮椅车燃
油补贴，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充分保障。

康复服务方面，我省实施了康复医疗、康
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等精准康复行动，共惠
及 3386 名残疾儿童，适配辅助器具 20695 件，
服务总人次达42440，服务率高达99.93%，走在
了全国前列。

教育保障方面，7446名残疾学生接受义务
教育，适龄残疾儿童青少年毛入学率攀升至
97.07%。同时，711名困难残疾学生获得教育
资助，助力其顺利完成学业。

就业方面，我省全年共安排残疾人就业
5615人，建立27个职业培训基地、9个创业孵化
基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233人次。此外，建立
残疾人集中就业基地41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基地42家。各就业基地安排残疾人就业1238
人，创业补贴资金达382万元，帮助268名残疾
人实现自主创业，全年新增就业2193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残疾人文创作品走向
了世界。2024年，青海省共有2000余件“青绣”
及“美丽工坊”的非遗作品首次走出国门，在巴
黎展出，向全世界展示了青海残疾人民族团
结、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新风采。

本报讯（记者 衣凯玥 摄影报道）科普活动
“点亮”假期生活！日前，由市科技局、市科协、
市教育局、团市委主办的2024年西宁市“探索
科学·点亮梦想”青少年科普系列活动——青
少年进博物馆研学活动在青藏高原自然博物
馆举行，活动吸引了来自虎台中学的80余名青
少年参与。通过博物馆内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科普讲解，青少年们不仅极大地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知识，更激发了他们热爱自然、保护环
境的热情与责任感。

“大家将在馆内了解到青藏高原的地形特
征及动物资源。”进入博物馆，青少年们就被馆
内各式各样的标本和模型所吸引。在青藏高原
自然博物馆研学讲师的引导下，青少年们参观
了高原隆起、蔚蓝之海、湖泊湿地、大地宝藏等
展厅，通过实地观察和讲解，青少年们深入了解
了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地貌以及丰富的动植物
资源。“同学们刚才你们都观看了雪豹标本，雪
豹的外形特征有什么特点？”参观完，研学讲师
从雪豹在青海的分布与数量、雪豹的生活习性、
雪豹的生长繁殖等八个方面，进行详细深入讲
解，青少年们不仅学到了有关雪豹的知识，更深

刻理解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后，在
研学讲师的带领下，青少年们开始动手制作雪豹
冰箱贴，大家热情高涨，或动手剪裁粘贴形状，或
相互交流制作技巧，不一会儿，一个个形态各异
的雪豹冰箱贴制作完成。制作完成后，青少年们

上台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分享了制作过程中的心
得和体会。“假期和同学们一起出来研学，我特别
高兴！今天通过参观我了解了青海独特的动植
物资源，真切地体会到了生物多样性的美好。”虎
台中学七年级学生楚骐羽兴奋地分享道。

“咚咚锵 咚咚锵……”锣鼓声率先响起，清
脆的节奏打破了冬日的宁静。彩扇在空中翻
飞，像是一片片五彩斑斓的云朵，欢快的小花
鼓敲起来，轻盈的步伐随之迈动，长龙彩狮舞
动……一举手、一投足、一个身段、一个眼神，
曲调激昂，整齐的舞步，不断变换的队形和充
满激情的表演，村民们个个精神抖擞，神采飞
扬，一招一式无不饱含着大家对新一年美好生
活的憧憬和向往。临近新年，城北区二十里铺
镇石头磊村的夜晚被灯光和欢声笑语填满，大
家早早地聚集在一起，开始一年一度的社火排
练，夜幕刚刚降临，但这里却灯火通明……

400400多名群众因社火多名群众因社火““相聚相聚””

“根据石头磊村史和‘史氏家谱’记载以及老
人们回忆，石头磊村社火可追溯到清朝光绪年
间，由陕西甘肃一带传入，史称‘龙花会’，1936年
后人们逐渐将‘龙花会’改称为‘火神会’。2024
年石头磊村被评为城北区首个‘非遗村’（石头磊
社火），每年十二月起，‘火神会’便会牵头组织社
火排练，准备为全市人民奉上春节文化大餐。”社
火非遗传承人史文录说，一听说村上要耍社火，
大人小孩热情都很高，小到六七岁大到七十多
岁，一个个踊跃报名，报名人数远超参与人数，目
前已经有400多名群众参与社火排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领队刘海站在队
伍前，大声喊着节拍，演员们跟着节奏，整齐划
一地迈着舞步，动作优美而有力。不少孩童也
参与其中，他们虽然年纪小，但每一个动作都
模仿得有模有样。史文录和几位老艺人则在
一旁耐心地指导，纠正着年轻演员们的姿势，
确保每个细节都做到位。随着排练的进行，现
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邻里之间互相打趣、加
油鼓劲，整个村庄俨然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我们村的老百姓骨子里就喜爱社火这项
传统文化，每逢要演社火，自准备阶段起，大家
自发聚在一起，没有任何报酬，但全村男女老
少几乎所有人都会参与进来。缝衣服、做道
具、参加排练，虽然忙得肩背酸痛，但都乐在其
中。也是在一次次的社火表演筹备过程中，村
民之间的向心力、凝聚力也增强了。”石头磊村
党总支书记史寿意告诉记者。

热闹的背后，离不开老艺人的倾囊相授。

“舞龙时要与鼓点的节奏相配合，龙头不要移
动太快，否则龙尾跟不上；踩高跷时要注意手
臂的摆动……”史文录叮嘱着参加社火表演的
人员。石头磊村社火队每年都会应邀前往西
宁主城区巡演，因人数多、节目丰富、表演精
彩，一直以来有着较高的社会声誉。今年67岁
的史文录是石头磊村的民间艺人、文化能人。
自幼热爱社火的他，每年都参演其中，这一“耍”
就是40多年。高超的踩高跷技艺，滑稽憨厚的
罗汉形象，铿锵有力的太平鼓，每一种角色史文
录都演绎得令人叫绝。由于年龄原因，如今史
文录和村里的其他老艺人都退出台前，但在技
艺教授上不遗余力。正是有了像他们这样的民
间艺人的坚守与传承，才使得传统文化得以薪
火相传。在他们的引领下，更多的年轻人也通
过参与社火表演，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实践与传
承。30多岁的刘海便是其中之一，经过多年的
学习和表演，从社火各“身子”的表演到社火的
服饰搭配，再到社火的道具制作等，刘海都游刃
有余，成为每年村里社火表演的组织者之一。

传统社火彰显文化底蕴传统社火彰显文化底蕴

从西宁主城区集中展演到村里闹社火，从
夏天的豹街到冬季的北川青唐城冰雪小镇，石
头磊村的社火一场接一场精彩上演，“耍”出了
精气神，“耍”出了幸福味，“耍”出了新时代农
民风貌和乡村振兴成果！

如今已是区级社火非遗传承人的刘海告
诉记者：“从舞龙狮到扭秧歌，从踩高跷到扇子
舞等等，每样表演都是村民们的拿手戏，每年
12月起，从排练到演出，导演、演员、化妆师都
是本村村民，所有演员叫‘身子’，灯官老爷、哑
巴和胖婆娘等叫‘大身子’，演社火就是为了祈
求幸福、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现在我们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村民
的文娱生活也越来越丰富。耍社火，闹新年，
既让人心里特别幸福和满足，也预示着今后的
生活更有奔头了。”一位参加排练的村民说。

在创新中传承民俗文化在创新中传承民俗文化

在石头磊村排练现场，还有一群最开心的孩
子们，他们或模仿着大人的样子在一旁练习，或
已经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俨然成为了“老演员”。

15岁的刘延斌从小在爷爷及父亲的熏陶下对河
湟社火充满了浓厚的兴趣，7岁开始参加社火表
演，从最初的竹马，到后来的花鼓、扇子舞，再到如
今《灯火辉煌》节目中滚灯、掌灯、伞灯等表演，已
经“社火范儿”十足。“在参与社火表演的过程中，
不仅感受到社火的乐趣，更体会到了爷爷和父亲
对社火的热爱与执着。他们教会我如何在表演
中展现自己的情感，如何与团队协作，社火表演
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它承
载着我们家乡的历史和记忆，让我们在传承中不
断前行。”刘延斌告诉记者。

社火队里需要新鲜的血液，不少石头磊村
村民三代人用心用情延续着社火的魅力，用朴
实的行动诠释着非遗文化的内涵。

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传统民俗
活动中来，优秀传统文化吸引了更为广泛的体
验者、参与者、传承者。青少年学生、返乡大学
生、务工青年不仅装扮起来亲自参与，还通过短
视频、直播等新方式传播村里社火中的绝活。

除此之外，为增加传统社火的观赏性，石头
磊村在表演中结合现代元素在社火的服装、道具
上更加精致，节目编排上也进行了创新，借助社
火展演展示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传递党的创新
理论。“近年来，我们新增了《灯火辉煌》《南船北
马》两个节目，《灯火辉煌》节目是由村里的青少年
们以滚灯、碗灯、顶灯、伞灯4种掌灯形式共同演
出完成的，演出配乐以接地气的民间小调形式宣
讲了党的惠农政策，真正以文艺节目的形式把党
的政策传递到了群众心田。”刘海说。

传承培训、宣传展示、交流学习……石头
磊村通过多种方式弘扬社火文化，不断壮大传
承人队伍，促进社火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还通
过各种民间艺术活动和民俗节庆活动等来传
承社火文化，引导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和投入其
中，增强广大民众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社火在继承中有了创新，本土民俗文化在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吸引了更多元素
加入，石头磊村的人们在活态传承中守护文化
根脉。 （记者 小蕊）

本报讯（记者 李静）1月13日，全
省财政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和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全国财政工
作会议部署，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
于做好财政工作的各项要求，总结
2024年财政工作，分析当前财政经济
形势，安排2025年重点任务。

过去一年，全省财政系统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财政
部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应对复杂严峻
的经济形势，加大重大战略任务财力
保障力度、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风险隐
患、稳步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有力促进
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2025 年，青海财政工作怎么干？
会议明确，2025年全省财政系统要全
力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
力，更加给力，重点抓好以下六方面工
作：

更加注重扩大有效需求。
进一步支持提振消费，加大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
度，支持“两重”以及铁路、机场、城乡
建设、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重大项
目。加强财金联动，注重发挥财政资
金乘数效应和杠杆作用，继续实施设
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更加注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支持推动科技创新，深化财政科

技经费分配机制改革，聚焦特色产业、
重大民生等领域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财
政保障。支持保障数字经济领域全局
性、支撑性、创新性项目落地，支持先
进制造业发展和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
延链。依托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引进
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青落户。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把民生摆在优先位置予以保障，

统筹用好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
还政策，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继续加大教
育投入，研究完善教育保障机制，优化
教育投入结构。按要求适时调整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标准，调整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贴
标准，分类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

更加注重扩绿降碳发展。
积极推动“三北”工程建设，推进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深化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统筹财政
专项资金、新增债券资金、政府投资基
金等财政资源，助力“四地”经济成为
绿色发展支撑重要增长极。

更加注重新型城镇化建设。
调整优化财力配置格局，将财

政资金精准投向人口城镇化聚集等
领域，将资金更多集中到人口规模
大、公共服务承载量大、城镇化发展
任务重、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逐
步实行以县为单位的分类分档补助
政策，适度降低新型城镇化建设重
点地区支出责任，促进区域融合发
展，为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财
力支撑。

更加注重乡村全面振兴。
用好管好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优先支持发展联农带农富
农产业。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底线。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支持农村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建设。继
续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和一次性种粮
补贴政策，加快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
发展。

非遗村里，一台社火“火”了上百年
——“非遗·匠心”觅冬之韵系列报道之四

科普活动“点亮”假期生活

全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0.6万人

六方面发力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