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5年1月16日 星期四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会刚 版面 / 文瑾 校对 / 柯心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5A

（上接A02版）

以“西宁理念”深化区域协同合作

基础薄弱 ，资金不足 ，人才结构不够优
化……西宁面对的问题还不少，但是西宁始终坚
持一个理念，那就是科技创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基础和关键。

如何让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同发展？
多年来，我市积极构建国内大循环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成立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新农学院西宁
分院，济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在西宁科技大市
场设立成果转移转化分中心，与天津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江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建立稳定战略合
作关系，引导全国科技创新资源向西宁集聚。联
合北京、上海、南京等28个城市科技部门与海西州
签订合作备忘录，探索两地盐湖领域“资源共享+
研发共攻+成果共落+人才共育”新模式。举办第
三届黄河流域城市暨兰西城市群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对接会等4场专场对接活动，促成签订技术合作
项目34项，签约金额1.25亿元。完成技术合同登
记1667项，总成交额17.04亿元，增长13%。

以“西宁人才”全面提升服务效能

去年，我市选派120名科技特派员建立15个
工作站，成立30名专家组成的组团式服务团队，
创新开展农业技术“送田间、进圈舍、到地头、上
车间”活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成效显著。
积极开展科技专员遴选工作，首批遴选85名科技
专员协助企业解决难题，占全省的78%。采取包
保园区、包保企业工作模式，深入200余家企业开
展“保姆式”服务，解决问题300余个。积极争取
科技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落地
获批，新增“科创贷”担保业务5笔，金额1750万
元，解决中小微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西宁市科
技创新促进中心荣获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第十二届
金桥奖集体二等奖、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2023
年度生产力促进（服务贡献）三等奖，综合评价优秀
（A类）。西宁市科技局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
体、全省科普讲解大赛优秀组织奖。（记者 王琼）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1月15日，“非遗
贺新春 我的青海年”2025年新春非遗展演
暨“非遗年货购物月”活动在新宁广场启
动，自启动至 3 月 1 日（农历二月初二）期
间，为广大群众奉上一系列相关主题活动，
活动期间还将重磅推出100万元文旅消费
券，为激发文旅融合活力、赋能美好生活献
上“连台好戏”。

今年是第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春节，为营造青海年热闹红火的节日氛围，
活动在气势恢宏，热热闹闹的开场舞《盛世
中国年》中拉开序幕。城北社火《灯火辉

煌》、撒拉族宴席曲《恭喜曲》、“玉树伊舞”
《吉祥新年》、黄南藏戏《雪域情缘》，以及青
海道情《三中全会展宏图》等独具特色的表
演吸引过往群众驻足观看，同时通过线上
直播让更多观众感受到本土文化的魅力。
当西宁八门拳《河湟雄风》以及鲁沙尔高跷

《空中舞蹈》上场，更是赢得了大家的欢
呼。活动还设置了传统美食品鉴、年货采
购等环节。在“非遗年货购物月”展区设立
有“传统美食”“传统工艺”“非遗工坊”“青
海老字号”“非遗体验”等7个板块，多位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场展示、带动体验，

深受大家欢迎，让观众近距离欣赏到这些
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工细作。

据悉，此次共计聚集40项非遗项目、百
位非遗传承人、10家青海老字号、11家农特
产品企业及18家非遗工坊的万余件特色产
品，用非遗将“年味”拉满，让青海年更有文
化味、更具青海情，进一步拓展文旅消费新
渠道，打造文旅消费新空间，培育文旅消费
新热点，推动非遗保护成果惠及我省各族
群众。同时，也让广大市民观澜本土文化
得以弘扬，让更多人能够共享文化发展成
果，品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本报讯（记者 一丁）窗外寒冷刺骨，窗内一场
悄悄改变人们生活的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正
在火热进行中。1月15日上午，西宁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南川园
区”）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
公司（以下简称“西宁移动”）共同签订了绿电智
算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合作标志着双方在绿电
智算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项目将为
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开发者提供普惠算力服
务、应用创新孵化服务、产业聚合发展服务等服
务，并助推智算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带动区域
传统产业实现智能化创新。

去年11月份，根据国家四部委批复《青海省绿
色算电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和青海省《加快融入

“东数西算”国家布局工作方案》确定的目标，省委
省政府决定，在南川园区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
打造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对此，南川园区充分发
挥“六个极”（能源极足、电价极低、绿电极优、气候
极好、能耗极少、回报极高）的绿色算力产业优势，
着力推进“六个一批”工程（汇聚一批数据资源、落
地一批重大项目、招引一批头部企业、培育一批重
点产业，共建一批科创平台、引培一批专业人才），
深入探索、研究、规划算电协同发展新路径，全力
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示范中心城
市，创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积极
融入全省“1+2+N”绿色算力基地整体布局。

南川园区拥有战略区位优势，西宁移动作为
国有通信企业持续在算网资源布局、智能算力、
算网大脑、新产品新模式、算力网升级等方面进
行突破；在零碳、智能、极速、高效、安全等方向创
新，此次政企的战略合作正是双方优势资源的完
美结合，有助于共同推动西宁绿色算力产业的快
速发展，助力青海省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建设。

中国移动（西宁）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基地建设
项目作为西宁数字经济发展的智能基础设施以及
对外输出AI基础服务能力的载体，未来将立足西
宁，服务全省，辐射西北，为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
开发者提供普惠算力服务、应用创新孵化服务、产
业聚合发展服务、科研合作人才培养服务，同时，项
目依托智算中心，建立面向数字政府、智能工业、智
慧园区、数字内容生成、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等领域
智能应用场景的特色应用，将助推智算在重点领域
突破发展，带动区域传统产业实现智能化创新。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1月15日，由省
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体育局等非遗保
护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支持，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城西区人民政府、省文化馆、省非
遗保护中心等单位共同承办的“非遗贺新
春 我的青海年”2025年新春非遗展演活动
暨“非遗年货购物月”活动在新宁广场启动。

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
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此次活动围
绕“非遗贺新春 我的青海年”主题，组织开
展非遗项目展演、“非遗年货购物月”“青绣”
服饰秀、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旨在庆祝“春

节”申遗成功，活态呈现高原儿女独特的年俗
礼仪、民风气质、精神特质，表达对新的一年
美好生活的祝愿，对家庭幸福、民族团结、社
会和谐、祖国强盛的深深祝福，助推“农体文
旅商”深度融合发展，丰富新春文旅产品供
给，营造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浓厚节日氛围。

此次非遗项目展演活动组织社火、高
跷、歌舞表演、舞龙舞狮、民族服饰等25项春
节相关非遗项目，通过非遗传承人及项目保
护单位的精彩表演，充分展示“年文化”在融
入现代生活中的融合发展成果。“非遗年货
购物月”展区现场设立有“传统美食”“传统
工艺”“非遗工坊”“青海老字号”“农特产品”

“非遗体验”“出版物宣传”7个板块，聚集40
项非遗项目、百位非遗传承人、10家青海老
字号、11家农特产品企业及18家非遗工坊
的万余件特色产品，同时，依托云闪付APP，
发放百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以“五折”优
惠，为群众提供丰富的“非遗年货”，激发春
节消费潜力。此外，展区还设立有河湟皮影
戏表演区和剪纸、刺绣、书法体验区，让群众
在体验中感受浓厚的青海传统年味。

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至 1 月 17 日结
束。同时，还将依托抖音、快手、微博、微信
视频号、微博等网络平台，围绕春节相关非
遗项目进行拍摄记录，通过发布短视频、现
场直播等方式，集中宣传展示春节相关非
遗项目实践成果，推动非遗项目与传统节
日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云端”感受青海
传统年味。各地也于1月15日起陆续开展
61 场次春节非遗宣传和非遗年货销售活
动，不断丰富满足全省人民群众节日精神
文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群众保护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开篇语
春节将至，西宁的大街小巷已然

被年味儿紧紧包裹。此刻，本报记者兵
分几路扎进西宁的各个烟火角落，迫不
及待地为读者拉开“赏年俗寻西宁年
味”系列报道的大幕。

第一份年味从逛集购年货开始！
热闹的年货大集上，摊主们的叫卖声、
人们的欢笑声、孩子们的嬉闹声，声声
交织，琳琅满目的年货散发着喜庆气
息；社火排练现场锣鼓喧天，演员们用
热情的排练迎接新春，让古老的社火民
俗焕发生机；民间艺人的工作室里，年
画、皮影、剪纸等传统技艺魅力十足；走
进乡村，杀年猪时人们的欢声笑语不绝
于耳。厨房中，主妇们制作炸馓子、炸
油饼等美食，香气弥漫……

接下来的报道中，我们将带您沉
浸式领略西宁的年味儿与民俗风情，一
同探寻那些藏在烟火人间的新春故事，
千万别错过这场精彩的年味之旅！

（记者 刘瑜）

第一份年味，从年货开始！
大集一逛，年味就来了！
年关将至，家家户户忙着干一件事，那

就是准备过年。置办年货，是年关里必不
可少的环节，无论是赶大集、逛超市、浪市
场，西宁人忙着计划年夜饭的菜单，分批采
购。腌腊制品、干货坚果、农家土特产、各
类零食统统被划入年货清单。

为了呈现丰盛的年味“大餐”，农村里
的大集市可谓热闹非凡，丰富多样的年货、
琳琅满目的喜庆装饰尽显年味十足。1月
14 日，晚报记者来到大通县城关镇、东峡
镇，寻着年味，跟村民赶大集、备年货，感受
着浓浓的年味。

过新年，怎能错过“赶大集”
新春到来之际，在各乡镇，一场场热闹

的“赶大集”拉开序幕，绘就了一幅幅充满
生机和烟火气的新农村生活画卷。在农
村，“赶大集”既是一种购物方式，也像是一
种仪式、一种情感寄托。赶集采办年货的
方式，让农村的年味充满了烟火气。

吃过早饭，杏花庄村村民张宝成一家穿
戴整齐，拿着采办菜单，开上小货车出发赶
往衙门庄村大集。今年的年夜饭，张宝成准
备多做些海鲜类菜品，此行就是要采办些鱼
虾等。集市上，各类小摊一个挨着一个，商
品也是琳琅满目，除了新鲜的蔬菜瓜果肉食
品外，春联、窗花、灯笼等也挂了起来。人群
中，大家挑选商品、讨价议价，手里大大小小
的袋子，都是一家人最想吃的美食。

以阴历计算，每月只要逢一、逢四、逢
七，就是东峡镇的大集。按照传统习俗，每
逢大集人们都会赶集采购。一大早，记者
跟随村民一起来到东峡镇衙门庄村的农村
大集，看见集市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
伏，沿路商铺、地摊上各色年货应有尽有。
红花袄、棉鞋等色彩丰富、样式花俏，令人
喜爱；各类礼盒整齐地摆放着，作为家家户
户拜年的“礼裆”，也迎来了热卖期；瓜果、
蔬菜店前，商家也将最新鲜的草莓、甘蔗、
香蕉等热销品摆在醒目位置供人挑选。

“过去，每年腊月二十，我们开始赶集
办年货。那时候大集上商品没那么丰富，

一大捆芹菜、一筐蘑菇是家家户户都喜欢
买的菜品，再采办点鸡爪、虾和水果等就算
基本置办齐了。现在可不一样了，无论是
大集还是市场，菜品越来越丰富，除了各类
肉、海鲜、水果外，过年还能吃上更多外地
的美食了。”衙门庄村村民郭美霞说。

综合超市网购成年货新市场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大集”的形式

也越来越丰富。随着大型综合超市、现代
化市场的入驻，为村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
多元的购物选择，也展现了新农村致富振
兴的画面。

在大通县城关镇，大型综合超市、商场、
现代化市场成为村民采购生活所需的主要
渠道。这些商超规模大、商品种类繁多，满
足了村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如今，镇上的超
市、商场也越来越多，丰富了村民的购物渠
道，提高了生活质量，现代化生活更是农村
经济发展的缩影。”城关镇副镇长马青花说。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东峡镇的一所大
型综合超市，看到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百
货、食品、生鲜等各区整齐划分，人们按照
自己的所需，自由地挑选着商品。“如今，超
市、市场就开在家门口，我们采办年货也不
像过去那样囤货了，随时出门采买十分方
便。”正在采买商品的村民告诉记者。据该
超市负责人介绍，为了方便村民们过年也
能就近买到所需商品，春节期间，超市也正
常营业，同时增加货品种类和商品数量，保
障节日消费需求。 （记者 张国静）

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基地项目落地南川园区
大集一大集一逛逛，，年味就来了年味就来了！！

我省启动非遗年货购物月推出100万元文旅消费券

快来这里买快来这里买““非遗年货非遗年货””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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