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面 / 文灿 校对 /

2025年5月11日 星期日

04A
版面 / 纳杰 校对 / 柯心

2025年5月11日 星期日

05A

5月10日，第二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
称“青超联赛”）在西宁盛大开幕，青海体育中心内数万人见证
了这一重要时刻。这场盛会不仅仅是一场足球竞技，而是一次
多领域深度融合的盛大节庆，已然成为青海对外展示、推广的
大平台。

足球作为全球关注度极高的体育运动，在世界各地都拥有
庞大的受众群体。2024年青海开始打造“青超联赛”，策划者极
具前瞻性地预判了足球运动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提出“五业融
合”的创新理念，旨在借助足球的东风推动青海的产业发展和
旅游文化繁荣。

从首届青超联赛起，青海各市（州）及其所属县（区）便积极
响应，纷纷开动脑筋，思考如何将自身优质资源、特色产品融入
这场足球盛宴。球场内外，营销方式新意十足。牦牛、藏羊等
特色农牧产品不仅现场抽奖，还免费送，特色奖品让观众拍手
称赞。这一创意之举，让人们意识到足球场也可以成为营销的
绝佳阵地。而青海的美食更是被端到了足球场外，观众们在享
受精彩球赛的同时，还能品尝到地道的地方特色美食，这种体
验无疑为赛事增添了更多魅力。

场外的精彩同样令人目不暇接。皮影戏作为青海的非遗
项目，其展演吸引了众多观众。表演者全情投入，观众们看得
津津有味，沉浸在这古老艺术的韵味之中。这样的场景，既传
承了青海的文化遗产，又让其在现代化的体育赛事中焕发出新
的活力。

如今，青超联赛早已超越了足球本身的概念。它如同一座
桥梁，将青海的特色对外宣传；它宛如一个盛大节日，深受青海
老百姓喜爱；它更是一个平台，助力青海高原特色产品走向更
广阔的市场。在这个平台上，足球成为了纽带，连接着青海的
文化、旅游、农牧产业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多元融合。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青超联赛为青海的农牧产品开拓了新
的销售渠道和展示窗口，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旅游
文化方面而言，它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赛，游客们在感受足球
魅力的同时，也会深入了解青海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从而推
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从社会影响来看，这场赛事增进了青海不同
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了民众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青超联赛这一创新举措，为青海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
动力，其带来的综合效益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有望成
为青海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奏响青海发展新的
华彩乐章。 （记者 金华山）

青超联赛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

叮叮叮、当当当……清脆的金属敲击声在青超联赛的外围
市集上回荡，循着声音望去，只见银铜器制作及鎏金工艺技艺
的摊位前，非遗传承人何良正低头专注地錾刻着一件精美的银
器。

“大家看，这个茶壶是一体成型的，没有焊接点，完全是纯
手工敲制出来的。一个工人要花上三四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呢！”何良一边敲打着手中的银器，一边自豪地向围观的人们介
绍着。

茶具、首饰、碗筷……在银铜器制作及鎏金工艺技艺摊位
上，各类银制品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精湛的手工
技艺让市民游客频频驻足。

据悉，湟中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
史，2011年该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银铜器的生产方式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子承父业，代代相传。

“从爷爷到爸爸，再到我和哥哥，我们已经是三代传承了。
现在，我和哥哥一起致力于这门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何良说，

“现在比较受欢迎的是银制茶具，它有软化水质的作用，对人体
的健康有益。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增强，银制茶具比较走俏。”

还记得湟中暖锅宴上占据了C位的特大暖锅吗？提到银
铜器制作工艺就不得不提“暖锅”，作为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
的代表，湟中暖锅频频出现在各大赛事、推介会，成为了展示青
海文化的一扇窗口。

紫铜、黄铜、白铜……在银铜器摊位旁边，湟中暖锅摊位格
外引人注目，一口口颜色各异的暖锅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些
暖锅经过上万次的敲打，融合了锤揲、錾刻、浮雕等多种工艺，
表面的錾刻图案层次分明，瑞兽纹与云纹交织在一起，展现出
匠人的精湛技艺。掀开锅盖，内壁的锡镀层泛着微光，“镀锡后
暖锅不易氧化，能用几十年。”暖锅制作手艺人何军介绍说。

下料敲形、剪圆定型、雕刻花纹……一个人制作一口直径
30厘米的暖锅需要花费一个月左右。如今，除了使用价值，湟
中暖锅还因其精美的花纹和独特的工艺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工
艺品，有的被带回家作为家居装饰，有的则在餐厅等商业场所
作为特色点缀。

“我们在省内和成都都有门店，线上主要是通过订单制销
售，很多都是熟人介绍的。客户在线上沟通后，我们就根据要
求进行制作。”何军介绍道，“为了满足不同需求，我们推出了两
用款的暖锅，既可以烧煤使用，也可以插电使用，更加方便快
捷。”在传承中，何良和他的同行们也在不断创新，结合现代生
活的需求，让传统技艺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传统錾刻声与赛场欢呼声相互交织，非遗技艺与现代赛事
交相辉映，古老与新潮在青超联赛的热烈氛围里完美共舞。

（记者 措毛）

非遗银铜器闪耀青超联赛

“青超联赛揭幕战就与众不同，
形象大使范志毅的加盟让贵州‘村
超’小丹江队与青海‘青超’联队的比
赛看点拉满！”

“‘农体文旅商’好戏连台！高原
上的足球赛事看点十足，还有美食体
验、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真是好看、好
玩，还好逛！”

“观青超联赛，购农畜好物！西
宁这个夏天又热闹起来了！”

……
5 个月的时间跨度，8 支参赛队

伍，海拔3000米以上的赛场上，14轮
56场的激烈角逐……2025年夏天，足
球成为了青海最生动的注脚。

5月10日，市民和游客们又一次
齐聚在夏都西宁、雪豹之都、丁香之
城，共同开启第二届“大美青海·高原
足球”超级联赛的精彩序幕。赛场
上，贵州“村超”小丹江队与青海“青
超”联队展开激烈对决，这场家门口
的足球狂欢，瞬间将高原古城“搅”得
热气腾腾！

这场赛事有多火？比赛尚未开
始，青海体育中心外就已排起了“长
龙”，人们满怀期待，只为一睹这场高
原足球盛宴的风采。与此同时，场外
直播间的热度持续攀升，网友们纷纷

守候在屏幕前，期待感受这场高原足
球赛带来的激情与热血。

这场比赛有多精彩？青超联赛
可不只是一场市民翘首以盼的高原
体育赛事，它更像是一扇窗口，集中
展示了河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对高
原好物、高原美食、高原美景的全方
位隆重推介。

丁香、雪豹元素亮相开幕式，“五
个之城”主题让具有地方特色的表演
轮番上演，赋予了青超联赛一抹亮
色，观众们沉浸其中，不仅感受到西
宁的蓬勃生机，更看见青海的文化之
韵与发展之力；河湟皮影、湟中堆绣、
湟中银铜器等非遗文创的展出，增添
了赛事的文化底蕴；“豹街遇上下南
关”美食体验区，香气四溢，人们穿梭
其中，品尝着地道的青海风味，感受
着高原美食带来的独特享受；牦牛肉
干、黑枸杞、青稞酒、藜麦米等高原美
味走向展台，吸引着人们驻足品尝、
选购，成为推广青海经济优势的一张
张亮丽名片……这场比赛展现了“农
体文旅商”的融合美景，全方位展示
了青海风土人情、特色产品、文化品
牌和经济优势。

“带着全家来看球，顺便把青海
特产‘一网打尽’，太值了！”市民陈玲

怀里抱着大包小包，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周迎春举着手机，不停地拍摄着
展位，兴奋地说：“青超联赛又开幕
了！看完球还能逛吃，把青海的好东
西全看了个遍，必须发朋友圈，让大
家都来感受感受！”

“我们今天共展出两个品种的草
莓，不一会儿就卖出了几大筐，我备
的货有点少了呢！”玉拉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工作人员陈好艳激动地说，

“青超联赛为我们搭建了展示交流平
台，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西宁草莓！”

随着第二届青超联赛盛大开幕，
赛场上，市民游客将在这场绿茵盛宴
里，见证更多的精彩瞬间，感受青海
的无限魅力。赛场外，文化的魅力四
处流淌，美食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
农畜产品直播间活力十足。从草场
到赛场，从牧场到展台，这场融合“农
体文旅商”的精品赛事，让西宁这座
高原古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与
活力。当足球赛的哨声响起，西宁正
以开放热情的姿态展示独特风采，这
个夏天，让我们相聚在大美青海，相
聚在夏都西宁·雪豹之都·丁香之城，
共同见证高原足球的魅力与精彩！

（记者 衣凯玥）

这个夏天这个夏天，，青海因足球而格外精彩青海因足球而格外精彩

“原本冲着青超联赛开幕式来
的，结果被这些高原美味‘绊住脚’
了，牦牛酸奶简直绝了！”

“真是大开眼界，没想到青海有
这么多特色产品，种类多、品质优，为

‘青字号’产品点赞！”
“在青超联赛上对青海的认识更

加深入了，不仅收获了许多特色产
品，还看到了不少非遗文创，领略到
了民俗文化之美。”

……
5月10日，青海体育中心内外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场外，观众被围
绕体育中心的一圈“高原臻品长廊”
所吸引，“球赛+好货”跨界融合、200
余种特色产品高调亮相，畜牧类、乳

制品、蔬菜水果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应有尽有，让广大市民与球迷“大饱
眼福”。

高原独特风味的牛羊肉、香醇浓
郁的乳制品、枸杞饮品、沙棘原浆、新
鲜蔬菜、草莓、蜂蜜等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应有尽有，这些高原“青字号”产
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购买。青
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的展位前，销
售经理马荫彬介绍道：“我们的产品
有牦牛肉干、酸奶、藜麦青稞饼等，品
质好、营养成分高，还有我们用牦牛
牛奶提取的护手霜，滋润保湿，也是
特色产品，今天没想到人流量这么
大，产品销量也挺不错。”

来自海东市的游客马静提着鼓
鼓囊囊的购物袋向记者说：“我买了
牛肉干和燕麦饼干，我们青海的这些
产品不管是从原材料的选取，还是营
养成分等都特别好，但大家了解得比
较少，今天通过和体育赛事结合的方
式把咱们的农副产品推介出去，是一
个很好的宣传方式。”

记者还看到，在“老字号”产品摊
位上，一些青海人记忆中的小吃也格
外受市民喜爱，糖包、酥合丸、炒蚕

豆、甜醅、酸奶等摊位前，聚集着众多
前来品尝购买的市民。“好久没吃过
炒的蚕豆了，没想到今天碰到了，是
记忆中的味道，我买几斤回去给家人
吃，老一辈人特别爱吃！”市民靳先生
说：“还有酥合丸、糖包都是传统青海
酒席上的食物，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
到了，今天一定要买回去尝一下。”

除了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及各种
美食，皮影戏、堆绣、青绣、景泰蓝掐
丝、唐卡等非遗文创产品也琳琅满
目。“您看这个景泰蓝掐丝，是在黄河
石上制成的，比较有特色，也代表了
我们的河湟文化。”东城·共富工坊的
销售人员介绍说。市民胡玲玲也表
示：“平时对这些非遗产品了解比较
少，今天在这里见到了不少非遗文创
产品，通过这种宣传可以让更多人知
道，青海不仅有牦牛肉和青稞酒，还
有这些会‘说话’的老手艺。”

众多优质产品在这里相聚，这场
赛事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了解高原臻
品的窗口，更搭起了一个展现城市魅
力的舞台，市民游客纷纷表示：“这场
赛事，真的来对了！”

（记者 文月婷）

场外场外““丰丰””景景，，高原好货卖得火高原好货卖得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