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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巴颜喀拉山脉的皑皑雪峰之下，黄河如一条金色
丝带蜿蜒而出，裹挟着冰川的凛冽与草原的芬芳，奔涌向前。中华文明的
母亲河黄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自然奇观，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自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沿黄九省区立足自身特色，通过完
善保护机制、推进重点项目、促进文旅融合等方式，积极投身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既守护黄河文化根脉，又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为增强中华文
化认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青海，作为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江之源”，每年源源不断向下游输
送清洁水源，在黄河流域的生态版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战略布局中，青海以“立法衔接、生态筑基、文化铸
魂”的创新实践，为沿黄九省区提供了高原样本。

▶ 制度固本
2023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式实施，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年7月，《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印发，明确提出分类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
文旅融合、传统利用等四类重点功能区，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搭建
起空间骨架。《青海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紧随其后，部署

“调查黄河文化遗产资源、推进重要文物修缮”等任务，推动黄河文化创
造性转化与系统性保护。

青海对黄河流域的法治守护早有布局。2022年印发的《青海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成世界自然保护地
典范与现代化防洪减灾体系，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打造全国重
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基地，完善绿色现代产业体系等目标。该规划还强
调，积极参与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法规制度研究，
探索出台地方性法规，完善法治保障体系。

河湖长制的全面推行，是青海完善水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如今，沿
着黄河青海段，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组织体系全覆盖。草原深处，
马背河湖长策马巡查；乡镇村落间，摩托车巡护队穿行而过；建立“企业河
湖长”制度，共同守护母亲河。同时，“河湖长+检察长”“河湖长+林草长”等
协作机制的建立，实现多岗位整合，显著提升“流域+区域”协同治理效能。

与此同时，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打造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相结合，精心编制《黄河青海流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海省建设保护专项规划》，并编撰出版《黄河视域
下的河湟文化》，形成《河湟文化研究成果汇总》，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提
供智力支撑。

▶ 生态筑基
青海作为黄河源头省份，始终将生态保护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的核心任务之一。黄河青海流域范围涉及2市6州的35个县（市、区），
国土面积27.78万平方公里。黄南藏族自治州作为青海省唯一全境位于
黄河流域的州，其生态治理实践直接服务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黄南州委副书记、州长扎西才让介绍：“黄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
高原的过渡地带和青甘川三省交界地区，黄河流经全境257公里，占青海
省境内黄河总长的15.2%，是黄河上游水源涵养的生态系统主体，更是青
海东南生态安全屏障，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作为全省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黄南州编制13项生态规
划，颁布水资源保护、林木管护等地方性法规。自2016年以来，累计完成
营造林412.3万亩、草原修复389.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24.26%，草原综合
植被覆盖度提升至 69.92%，均远超全省平均水平。曾经难觅踪迹的雪
豹、黑颈鹤、玉龙蕨等国家一级保护动植物，如今数量不断增加，见证了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系统的持续改善。

今年4月获批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海
段）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交相辉映，
红色砂砾岩在岁月雕琢下，形成独特的峰林、石柱景观，黄河如一条玉带
蜿蜒其中……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完整保存了三个重要地质时期的地
层构造和岩浆活动记录，其隆务峡超基性岩体、丹霞地貌及黄河景观的
罕见共存，为研究黄河上游地质演化提供了天然实验室，将成为国家文
化公园生态保护与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典范。

▶ 文化立标
近年来，青海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加强黄河流域文化

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度阐释青海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将“中华水塔”的生
态价值转化为文化地标。

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青海以5.3亿元
文保资金推动208项黄河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落地，丁都普巴、宗日遗址考
古等项目被纳入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揭示出5000多年前的
文明密码。覆盖全域的文物资源调查，系统梳理了黄河源头文明脉络，
为国家文化公园提供了历史实证支撑。

非遗保护与活化是青海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亮色。青海
现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项均在黄河流域。随着“寻根行
动”“黄河流域非遗资源调查”等普查工作全面铺开，青海建立了完善的
黄河青海流域非遗四级名录体系。热贡唐卡、青绣等非遗技艺通过“非
遗旅游”模式，不仅实现了活态传承，更带动当地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

文艺创作与文旅融合激活了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青海推动黄河
文化旅游资源整合，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主题突出的黄河文化精品线
路，将“陶韵河湟”生态旅游带与“河湟文化民俗之旅”线路纳入国家文化
公园旅游规划。游客通过购买彩陶书签等文创产品，将黄河文化融入日
常生活。

在跨省区文化交流方面，青海联合黄河流域各省区成立文化馆及博
物馆联盟，举办“行走黄河源头旅读大美青海”系列活动，推动黄河文化
旅游带建设。多届河湟文化旅游艺术节热闹非凡，成为展示地域文化的
窗口；在香港举办的生态旅游推介会，吸引国际目光聚焦黄河源头。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董富海表示：“青海将锚定打造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聚焦加快构建‘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
局，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和河湟文化、加快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提升青甘旅游
大环线品质品味、强化文旅品牌打造等方面与沿黄各省区持续深化合
作，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更好助推高质量发
展。” 据新华社电

“十四五”以来，青海以5.3亿元文保资
金推动208项黄河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落地，
丁都普巴、宗日遗址考古等项目被纳入国
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揭示出
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青海,描绘黄河新卷

碧空如洗，夏风拂面，伴着好
天气，奔赴一场球赛、美食与文化
交织的盛宴！

5月24日，第二届“大美青海·
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

“青超联赛”）第二轮西宁雪豹队
与玉树牦牛队在西宁市体育场展
开激烈角逐，这两支备受瞩目的
热门球队的比赛可谓是看点满
满。城东区主场日除了足球盛
宴，还有哪些精彩不容错过？答
案无疑是地道的青海美食！

高原赛场美食飘香
记者在现场看到，从中午开

始，赛场外围市集已经迎来了络
绎不绝的人流。狗浇尿的酥脆、
甜醅的清爽、酿皮的酸辣、酸奶的
醇 厚 ……20 + 非 遗 美 食 香 飘 全
场。一边是紧张激烈的球赛现
场，另一边则是香气四溢的美食
区。球迷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
也能尽情享受青海的特色小吃，
体验双倍快乐！“这个茶是咸的！”
循着声音望去，几名年轻游客正
在拿着杯子品尝熬茶，对这种独
特的口味感到好奇。摊位老板热
情地介绍道，熬茶是青海地区特
有的一种茶饮，用热性的茯茶熬
制而成，过程中融入盐、花椒等调
料，还会加入生姜和荆芥以提升
口感。青海地区气候寒凉，喜食
牛羊肉，茯茶有健脾暖胃的功效，
还可以解腻化食。“青海人常说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这里的茶指的就是久负盛名的青

海熬茶。”老板告诉记者，为了方
便游客携带和赠送亲友，他们还
推出了礼盒装和小包装的熬茶，
让更多人能够品尝到这种地道的
青海味道。在东城·共富工坊摊
位前，一颗颗精美的福禄寿桃馒
头被单独装在透明盒子里，一层
一层精致摆放。“这些福禄寿桃馒
头是我们区级的非遗产品，纯手
工制作，天然无添加。像寿桃馒
头的叶子部分，都是用菠菜汁等
食品进行染色。今天我们带了将
近240个馒头来参展，都是工人们
四点起来做的。没想到这么快就
全部卖完了。本届青超联赛开幕
展销会我们也参加了，当时销售
额达到了3000多元。借助赛事展
销这样的平台，我们的产品得到
了很好的推广。也让我们有机会
听取消费者的反馈，了解他们的
需求进行创新和完善。”林家崖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马晓芸告诉记
者，虽然有些游客在现场可能没
有购买产品，但是通过发放宣传
册和印有产品内容的扇子等方式
进行宣传，长远来看对他们的产
品推广销售会有很大的帮助。除
了美食和球赛，现场还有丰富多
彩的演出活动。“今天除了可以看
到激烈的比赛，还能吃到这么多
特色小吃，看到丰富多彩的演出，
真是一次难忘的体验！”球迷小让
一边说一边展示自己买到的土豆
片、白斩鸡、酸奶，脸上洋溢着满
足的笑容。

直播让青海的烟火气传遍四方
“踢足球用青海话怎么说？”

“这个圆饼饼是什么？”线上，直播
间里不少外地IP的游客纷纷在公
屏上发问。线下，本地达人穿梭
在各个摊位之间，通过镜头将青
海的特色美食、高原农产品、非遗
文创等一一呈现给广大网友。“这
个圆饼饼是洋芋津津，摊成饼煎
熟后再切成条拌上酱料就可以吃
了！”“这个是青绣技艺，上面绣的
是雪豹，欢迎大家来雪豹之都西
宁！”直播间达人们在介绍这些产
品的特点和制作工艺的同时，还
分享了青海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
化。通过球赛这个平台，达人们
挖掘出了许多关于美食、关于非
遗传承的动人故事，他们讲述着
青海人民如何用勤劳与智慧创造
出这些独特的美食与文化，又如
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这些传统
发扬光大。这些故事不仅让外地
游客更加了解青海，也让青海的
烟火气借着青超联赛传遍四方。
青超联赛不仅仅是一场球赛，更
是一场集美食、文化、旅游等多元
素于一体的盛宴。在这里，球迷
们可以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
与快乐；游客们则可以品尝到地
道的青海美食，感受到独特的文
化氛围。青超联赛的意义早已超
越绿茵场的胜负，成为了一扇交
流的窗户，让更多人看见青海的
美丽与魅力。

（记者 措毛）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5月24
日，第二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
超级联赛第二轮西宁雪豹队与玉
树牦牛队的比赛在西宁市体育场
拉开帷幕。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
逐，西宁雪豹队以1∶0战胜玉树牦
牛队，成功拿下赛季首胜。

在首轮比赛中，西宁雪豹队
迎来了自己的首秀，却遗憾地以
1∶2 不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比
赛伊始，西宁雪豹队迅速进入状
态，不断向对方球门发起猛烈攻
击，并在第十一分钟成功取得领
先。然而，下半场风云突变，祁连
山藏羊队通过顽强的防守和犀利
的反击，连续打进两球，最终逆转
战胜西宁雪豹队。尽管西宁雪豹
队在进攻端表现出色，但防守端的
失误却让他们与胜利擦肩而过。

5月24日的第二轮比赛，西宁
雪豹队继续坐镇主场，迎接上届
赛事冠军玉树牦牛队的挑战。这

场比赛不仅是两队之间的直接对
话，更是西宁雪豹队能否在本轮
比赛中实现反弹的关键之战。玉
树牦牛队作为上届冠军，实力强
劲。然而，在上轮比赛中，玉树牦
牛队作客黄南，仅收获了一场艰
难的平局。本轮再次跨越近千公
里作客西宁，玉树牦牛队信心满
满，但西宁雪豹队也做好了充分
的准备。

比赛开始后，双方迅速进入
状态，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
取得进球，以0∶0的比分结束。下
半场，双方的拼抢更加激烈。关
键时刻，西宁雪豹队抓住了一次
进攻机会，成功将球打进，打破了
场上的僵局。此后，西宁雪豹队
的防守更加稳固，成功将领先优
势保持到了终场。最终，西宁雪
豹队以1∶0战胜玉树牦牛队，拿下
了宝贵的3分。

在当天进行的另一场比赛
中，果洛格萨尔队在主场以3∶1战
胜海西柴达木枸杞队。这场比赛
中，果洛格萨尔队凭借出色的团
队配合和个人能力，成功击败对
手，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本轮比赛结束后，西宁雪豹
队凭借这场胜利，成功摆脱了首
轮失利的阴影，士气大振。而玉
树牦牛队则需要在接下来的比赛
中尽快调整状态，找回上届冠军
的风采。果洛格萨尔队的胜利也
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信心，相信
他们会在后续的比赛中继续努
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第二届“大美青海·高原足
球”超级联赛的精彩还在继续，各
队之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让我
们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各队
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
现，共同推动青海足球事业的发
展。

城东主场日见闻：高原赛场烟火气十足

西宁雪豹队斩获赛季首胜

罗延京罗延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