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5年6月14日 星期六

版面 / 旭升 校对 / 晓峰
03A新闻热线

8244000、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吴晓军主持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6月14日，第二届“大
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青超联
赛）第三轮比赛即将拉开帷幕。本轮焦点对决
中，西宁雪豹队将在主场西宁市体育场迎战目
前积分榜榜首球队果洛格萨尔队。

在上轮比赛中，西宁雪豹队和果洛格萨
尔队均在主场取得胜利。西宁雪豹队在迎
战玉树牦牛队的比赛中，经过 90 分钟的激烈
比拼，凭借顽强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以 1∶0
小胜对手，取得了赛季首胜。这场胜利不仅
为球队注入了信心，也展现了球队在主场的
战斗力。

果洛格萨尔队在上轮比赛中表现尤为抢
眼。他们在对阵海西柴达木枸杞队的比赛中，
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逆转。比赛开始后，果洛格
萨尔队先失一球，但球队并未气馁，而是迅速调
整战术，加强进攻。最终，他们以3∶1的比分逆
转战胜对手，全取三分。凭借这场胜利，果洛格
萨尔队以一平一胜的战绩，积4分领跑积分榜，
成为目前积分最多的球队。

本轮比赛，西宁雪豹队坐镇主场，拥有主场
优势，球队士气正旺。而果洛格萨尔队作为积分
榜榜首球队，实力强劲，且状态正佳。西宁雪豹
队能否利用主场优势，延续上轮的胜利势头，给
榜首球队制造麻烦；果洛格萨尔队能否在客场保
持稳定发挥，巩固积分榜榜首的位置，都将是比
赛的悬念所在。

目前，西宁雪豹队已经集结在西宁市体育
场，积极备战这场比赛。果洛格萨尔队也已发
兵，两队都对这场关键比赛充满期待。究竟谁
能笑到最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日

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
榜首果洛格萨尔队

冲上榜首

本报讯 6月12日，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
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接
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时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措施。

会议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深刻领
悟习近平总书记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拜见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海工作特别是民族宗教及涉藏工作的重大
要求结合起来一体贯彻落实，进一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
向，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牢牢掌握
工作主动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民族地
区发展与民生福祉改善，为现代化新青海建
设夯实基础。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第一指导
组对当前我省学习教育提出的工作要求，以

“五个务必”为抓手，坚持省市县乡村一贯到
底，推动整改整治常态长效，特别是把集中整
治违规吃喝和变相公款旅游作为重要内容，压
实责任链条，加强指导督导，把学习教育持续
引向深入。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农村基层干部
廉洁履行职责规定》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加快构
建“党委统筹、纪委监督、部门协同”的监督体
系，强化监督执纪，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向农村覆盖。

会议听取关于十四届省委第七轮巡视综
合情况和十四届省委第三轮巡视整改综合情
况的汇报，强调要从严从实做好问题反馈，强
化责任抓好整改，加大巡视发现问题线索依
纪依规查处力度，开展好省委第八轮巡视，充
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
压态势。

会议还听取2025年度市州、省直单位、省管
高校和中央驻青单位考核目标的情况汇报；审
议《关于进一步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抓
手体系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意见》。

本报讯（特约记者 莫昌伟）6 月 13 日，
新任职省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在
省委党校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学深悟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
要论述，践行“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
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高
标准严要求履职担当。

中央第一指导组成员王洪杰到会指
导。刘美频主持，赵月霞出席。

吴晓军强调，开展廉政谈话，是加强
干部教育管理的一项制度性安排，也是
推 进 学 习 教 育 走 深 走 实 的 重 要 举 措 。
新任职省管领导干部要信念坚定，筑牢
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
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要为民服务，牢
记初心使命，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增进民
生福祉，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勤政务
实，认真履职尽责，树牢正确政绩观，用
心用情干事创业，依法依规科学决策。
要敢于担当，锤炼过硬作风，聚焦生态保
护、产业“四地”、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等
关键任务，踏实担当干事，绝不做官享
福。要清正廉洁，涵养道德操守，算好为
官从政的“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
共育良好家风，共筑清廉屏障，坚定信
念、扎实工作，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刘美频指出，新任职省管干部要在新
的岗位上开好头、起好步，守好政治关，时

刻紧绷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严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加强政治训练政治
历练，坚决破除“特殊论”和“补偿心理”，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守好权力关，正确处
理公与私、义与利、俭与奢、苦与乐、亲与
清的关系，树牢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事
业观，真正让人民赋予的权力造福人民。
守好亲情关，领导干部做到关爱不溺爱、
善待不纵容，家属子女明事理、畏法度、守
规矩，筑牢清正廉洁的家庭“防火墙”，以
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回报党和人民
的信任与重托。

会前，新任职省管领导干部及配偶在
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
并观看警示教育片，阅读忏悔材料汇编，签
订廉洁从政承诺书。

吴晓军与新任职省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时强调

践行好干部“五条标准”高标准严要求履职担当

本报讯（特约记者 田得乾）6 月 13 日，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
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
教育、优化营商环境和数字政府建设等
工作。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充分
体现了对民族地区和民族宗教工作的高
度重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
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
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方针，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快推进全省民
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
繁荣发展。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和省委关于开
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有
关文件、会议、讲话精神。强调，要把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
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学习教育始终，进一步
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扎实推进违
规吃喝专项整治，动真碰硬抓好查摆问题
集中整治，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
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

会议传达学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精神。
强调，要聚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长久守

牢防止返贫致贫底线，抓好稳岗就业，推
动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强化项目资金资
产管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
高原和美乡村，提升帮扶协作质效，压紧
压实责任链条，确保我省乡村振兴取得新
突破。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政务数据
共享条例》，听取数字政府建设及“高效办
成一件事”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快汇聚数
据基础，强化平台支撑，夯实标准规则体系
保障，严守安全底线，注重应用实效，切实
将建设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动能。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黄河青海流域
能源发展规划》《全省公路路况提升三年攻
坚行动方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罗东川主持

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6 月 13
日，《河湟三章》登顶蓝鹰融合影响力排行
榜央视纪录片榜首。

登顶、榜首……这场关于河湟文化
的“破圈”狂欢，早已超越了收视率的数
字意义。它以影像为舟，载着黄河与湟
水滋养的千年文明，驶入大众视野深处，
唤醒了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觉醒。这部
纪录片的成功，既是对地域文化生命力
的礼赞，更是对新时代文化自觉的生动
诠释。

丈量文化厚度丈量文化厚度，，感受文化温度感受文化温度

《河湟三章》的登顶绝非偶然，其背
后是创作团队对文化根基的深度挖掘与
坚守。该片由西宁市委宣传部策划，清
华大学清影工作室领衔主创，历时一年，
走访河湟谷地各个村落，采访非遗代表
传承人、生态工作者、多民族群众超百
位，用近千小时的素材沉淀，打磨出这部
文化精品。

“我们希望通过人的故事，让文化真
正‘活’起来。”制作方曾这样表示。班沙
尔村的高跷少年李永玺，他期盼父母返乡
观看表演的愿望，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团圆
期待，更折射出非遗传承中最本真的情感
纽带。这种将宏大文化命题拆解为个体
叙事的创作手法，让观众在细微处触摸到
文化的温度。

生态篇章中，即将退休的林业专家张

锦梅的故事同样打动人心。“三十多年来，
我们在荒山上种下的每一棵树，都是对自
然的承诺。”面对镜头，张锦梅抚摸着亲手
培育的丁香树苗感慨到，“如今满城丁香盛
开，就是对坚守最好的回应。”这些扎根土
地的真实人物与故事，构成了纪录片最坚
实的精神内核。

河湟文化走进全国观众视野河湟文化走进全国观众视野

纪录片的热播，在不同群体中引发
了强烈共鸣。我市历史爱好者王浩坦
言：“以往对河湟文化的认知只停留在

‘民族交融’的概念上，《河湟三章》却让
我看到了它鲜活的生命力——高跷少年
的勇气、雪豹守护者的坚持、舞者对故土
的追寻，这些细节让河湟文化变得可感
可触。”

环保从业者李雯则对生态篇章印象深
刻：“张锦梅老师用三十年让荒山变绿洲，
齐新章副园长为雪豹保护承受争议却依然
坚守，这些故事让我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
关系。河湟文化中‘和’的智慧，对现代生
态保护极具启示意义。”

普通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样真挚。网友
“@青青”在评论区留言：“看到陈风莲带领
少数民族妇女创办‘花儿卷卷’工坊，我热
泪盈眶。小小的花卷不仅撑起了她们的生
活，更让民族团结从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
的行动。”这种跨越地域的情感共振，正是
文化觉醒最生动的体现。

从地域文化到精神灯塔的价值跃迁从地域文化到精神灯塔的价值跃迁

《河湟三章》的成功，不仅在于展现了
河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在于它唤醒了大
众对地域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观众看完之后表示：“纪录片将非遗传
承、生态守护、民族交融三大主题编织成文
化觉醒的脉络，让观众意识到：每一种地域
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拼图。”

纪录片播出后，许多外地游客也纷纷
表示，要来青海旅游，要来西宁看看。一位
非遗工坊的负责人表示，“我们接到了许多
学校和社区的邀约，希望开展河湟文化的
宣讲活动。”这证明文化觉醒正在转化为传
承行动。

从高跷少年的团圆期盼，到生态守护者
的无悔坚守；从舞者对故土的艺术追寻，到
社区工作者对民族团结的躬身实践……《河
湟三章》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勾勒出文化
觉醒的壮阔图景。当这部纪录片登顶央视
纪录片榜首，它不仅为河湟文化赢得了掌
声，更为新时代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
供了范本——唯有扎根土地、关照人性、回
应时代，方能让文化的星火，汇聚成照亮民
族精神家园的璀璨光芒。 （记者 王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