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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琼）湟中鲁沙尔高跷惊
艳亮相河南卫视《元宵奇妙游》，千年非遗绽
放洛邑古城！2月6日，记者从湟中区获悉，
新春之际，来自我市湟中区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鲁沙尔高跷，再度惊艳亮相河南卫
视，此次亮相的节目是《元宵奇妙游》，6名
高跷演员将在2月6日（正月初九）至2月12
日（正月十五）在河南洛邑古城上演一场跨
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高跷踩进洛邑古城，非遗文化绽放异
彩。节目中，伴随着欢快的鼓点，来自湟中区
的鲁沙尔高跷队身着鲜艳的传统服饰，脚踩
两米多高的高跷，在洛邑古城的青石板路上
健步如飞，时而翻腾跳跃，时而变换队形，将
高跷表演的惊险刺激与艺术美感展现得淋漓
尽致。除了装束和踩跷外，鲁沙尔高跷最大
的特点就是两排队伍的穿插、扭姿和演唱，鲁
沙尔高跷的穿插非常灵活，变化十分丰富。

非遗薪火相传，文化自信闪耀舞台。据
了解，鲁沙尔高跷起源于我市湟中区鲁沙尔
镇，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当地群众在春节期间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重要民俗活动。表
演者身着传统服饰，脚踩高跷，扮演历史人物
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进行各种高难度动作表
演，场面壮观，气氛热烈。此次6名高跷演员
组成表演队亮相河南卫视《元宵奇妙游》，不仅
向全国观众展示了青海独特的文化魅力，也体
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节目
播出后，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大家纷纷
为鲁沙尔高跷点赞，并表示希望有机会能亲临
现场感受这项非遗文化的魅力。

鲁沙尔高跷已经是两度登上河南卫视，
河南与青海，虽然相隔千里，但两地文化却
有着深厚的渊源。此次鲁沙尔高跷走进洛
邑古城，不仅是两地文化交流的盛事，更是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生动体现。

本报讯（记者 小蕊 摄影报道）社火闹春
年味酣。连日来，城北区处处喜气洋洋，热
热闹闹的民俗社火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无限
色彩，也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民俗
文化的魅力。

“咚咚锵 咚咚锵……”2月6日，石头磊非
遗河湟社火在陶昕学校精彩上演，随着“灯官”
老爷的祈福，社火正式拉开帷幕，身着彩色服
饰的“八仙”“福禄寿喜”等演员依次登场，有的
手持“寿桃”，有的捧着“金元宝”，向观众传递

着祝福。“拖、戏、晃、摆”，灯为人舞、人为灯转，
精妙绝伦，掌灯、滚灯、伞灯、碗灯表演紧随其
后，演员们踩着十字步，和着鼓点声，将非物质
文化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喜庆欢快的小花
鼓、色彩缤纷的扇子舞、威风凛凛的舞狮……
红红火火的社火将年味送到群众心坎上，“跳
得攒劲！”“舞得好！”表演现场热闹非凡，喝彩
声、欢笑声、锣鼓声不断，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
录这精彩瞬间，大人抱起孩子共享欢乐时光，
现场处处弥漫着欢乐祥和的氛围。据石头磊
社火队负责人刘海介绍，今年参演社火展演的
村民有400多人，他们中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也
有六七岁的少年儿童，从每年的12月起村里就
开始了社火排练，村民们热情高涨，及早谋划，
筹备表演服装、道具等，演社火就是为了祈求
幸福、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鼓声如雷、钹音清脆、锣鸣镗镗，精彩的
社火表演舞出了幸福年味，舞出了城北区群
众的精气神。接下来，城北区还将在吧浪
村、宋家寨村、祁家城村、陶北村等开展各具
特色的社火表演，表演内容涵盖大头罗汉、
报儿、哑巴、胖婆娘、“八仙”、卖药师、庄稼
人、落花姐、货郎、舞龙、舞狮、威风锣鼓、藏
舞、扇子舞、抬花轿、绸子舞等，让广大市民
体验年味十足的民俗文化盛宴。

本报讯（记者 施翔）2025 年伊始，城东
区总工会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条主线，以节为媒，坚持在有形有感有效
上下实功，通过“三个着力”将民族团结进步
工作融入日常、干在平常，为积极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做强志愿服务，着力保障民族团结之
本。以满足各族群众需求为出发点，以解决
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为落脚点，将志愿服务由
被动转向主动。积极开展春运志愿活动，在
火车站，志愿者们投身春运一线，为返乡人
员递上一杯杯温暖的热水，帮他们扛起沉
重的行李，切实为各族出行群众呈上“贴
心、周到、细致、便捷”的出行服务，打通服
务各族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充分利用

“创建日”“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深入
基层，搭建民族交流沟通桥梁，在交往交
流交融中增进感情，解忧纾困，用有温度
的志愿服务搭建民族团结进步新景观。

送万福进万家，着力凝聚民族团结之
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区总工会联合团
区委、区妇联、区残联等群团组织开展“送

万福·进万家”书法公益暨“墨香暖人心”活
动，为各族群众营造欢乐吉祥、温暖和顺的
春节氛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以
春联为载体，以笔墨为媒介，共送出春联、

“福”字200余幅，让大家在墨香中领略到中
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强群众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

庆“两节”送温暖，着力共筑民族团结之
基。以服务各族职工为导向，立足工会所能、
聚焦职工所盼，持续推进工会送温暖活动常

态化、长效化开展。两节期间慰问各族困难
职工、劳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1769人，切
实发挥工会组织作为各族职工“娘家人”的作
用，引导各族职工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

本报讯（记者 晴空）春节期间，湟源县
文旅市场迎来首个旅游小高峰。省内外游
客纷纷涌入、驻足丹城，沉浸式感受逛古城、
赏花灯、品美食、享民俗、玩冰雪的独特乐
趣，累计接待省内外游客18.3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达2379.4万元，实现了旅游人次与
综合收入双增长。

古韵新游，丹城新春“热”力攀升。丹噶
尔古城作为新春佳节活动的核心场地，依托
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文化魅力，将传统
民俗与现代文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秦淮花灯”与“湟源排灯”巧妙融合，吸引众
多游客纷至沓来感受传统与现代的艺术碰
撞，并凭借双宁双灯展，先后两次荣登央
视。2月4日，丹噶尔古城古老行当“歇家”
的传奇过往登上CCTV4《记住乡愁》栏目，
再次亮相全国。宗家沟景区充分发掘冰雪
文化内涵，依托丰富的冰雪资源，融合“冰
雪+极光+滑雪”等特色项目，让“冷”冰雪拉
动“热”经济，持续打造冬季旅游新热点。

文韵逸游，丹城新春“火”力出圈。精心
策划开展“非遗贺新春我的青海年”非遗年货
节、“书香妙趣品灯谜，传统文化润人心”猜灯
谜、“九天仙韵，奇幻巡游”“喜迎公主巡游”“丹
城狂欢晚会”“湟水河韵 丹城之声音乐会”等
主题活动，为游客送上新春祝福，参与观众达
9.8万人次。春节前后，以宗家沟冰雪项目、县
域内非遗美食为重点，结合康养主题，整合全
县冬春文旅资源推出“节庆美食限定”“小年夜
冬日暖锅”“冰雪湟源”等新春系列宣传片14
期，公众号推文9期，浏览量8.2万人次，全方
位推荐湟源适合休闲度假、体验冰雪的打卡旅
行地及冬日滋补美食的特色店铺，拉动湟源文
旅热度攀升，为新春增添活力。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 摄影报道）金蛇纳
福、祥踏春来。自2月3日（大年初六）以来，
城西区各街道（镇）、社区（村）的文化广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场所被一股炽热的

“社火旋风”席卷。无论是在精心筹备的盛
大演出现场，还是在热火朝天的排练中，一
幕幕趣味横生、饱含年味的精彩演出陆续上
演，让市民们沉浸在新春的欢乐氛围之中。

为进一步丰富和活跃辖区各族群众节
日文化生活，积极营造欢乐、喜庆、祥和的节
日氛围，提升群众文化活动参与度，增强广
大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2025年城西区
传统社火展演活动于2月3日拉开了序幕。
2月4日上午，随着热闹的鞭炮声响起，苏家
河湾小区里“来社火了”。舞龙舞狮队伍“走
街串巷”，“巡回式”精彩演出，为居民们带来
欢乐。2 月 5 日一大早，彭家寨村的社火队
热热闹闹地给村民“拜年来了”。舞龙、耍
狮、划旱船、扭秧歌……各类传统社火轮番
上演，营造了喜庆热闹的过年氛围。2 月 6
日，杨家寨村也迎来了社火表演队，队伍里，
各类传统角儿与现场居民互动送祝福，在欢
乐的锣鼓声中耍起了特色社火，现场观众掌
声不断。

“今年城西区组织了 24 场传统社火演
出活动，刘家寨村、彭家寨村、苏家河湾村
等 3 个行政村的优秀社火展演队以‘巡回
式’演出方式为辖区居民送去新春祝福。”
城西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城西区传

统社火展演活动将持续到 2 月 14 日（正月
十七），分别在杨家寨村商住综合楼、彭家
寨东小区、张家湾村、青海体育中心、新华
联购物中心等地演出，营造温馨、祥和、喜
庆的节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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