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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推动中医药与高原康养旅
游深度融合，助力青藏高原康养先行区建设，6 月 21
日，由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办的“高原康养·国医经典行”活动在黄金海拔
2200青藏高原康养中心（主会场）和西宁市城北区中
医院（分会场）举行。活动汇聚国医大师、行业精英，
以“学术+体验+产业”三位一体模式，针对当前面临的
高原康养标准化体系建设、藏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发
展瓶颈展开深入探讨，凝聚学界共识，力求破解难题。

本次活动紧扣《“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推动
中医药与康养旅游深度融合”要求，通过学术讲座、文化
体验与产业考察，聚焦高原康养“科研—临床—产业”全
链条发展。活动期间举办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盛宴，国
医大师王庆国以《柴胡桂枝汤临床应用》开启学术序幕，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陈明围绕《“随其所得”用麻黄》主
题，就“经方高原化应用”展开前沿探讨。青海省藏医院
党委书记、青海省名医昂青才旦的《藏医药学及其经典
论著》、青海省中医院教授孔桂茹的《中医药在高原康养
产业中的应用》，深度融汇中藏医智慧与高原养生之
道。广东省名中医李惠林博士与广州中医药大学万晓
刚教授首次系统提出“高原肥胖症中医干预体系”，为高
海拔地区代谢性疾病防治开辟了新路径。

据悉，6月22日在城北区中医院揭牌的“经方高原
临床研究室”将同步开展教学查房与门诊带教，加速
经典方剂的高原临床转化，为高原康养领域的学术研
究与实践创新搭建重要平台。专家团还将走进大黄
种苗种植示范基地与城北区中医药文化馆，考察“中
药材种植+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城北区高原康养产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通过搭建高水平的学术
交流与产业合作平台，凝聚了学界与产业界的广泛共
识，有效融合了中（藏）医药文化传承优势与高原地理
特性，积极探索“高原康养+中医药”的特色发展路径，
为构建独具魅力的“高原特色+国医经典”大健康产业
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深入推进移风
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城东区紧扣“丧事简
办、喜事新办、余事不办”目标，积极探索
符合村情民意的治理模式，以“小切口”推
动“大变革”，首创“大锅饭待客”模式。

大锅饭里的“节俭经”，丧事简办暖
人心。团结村红白理事会针对以往丧事
大摆宴席、铺张浪费问题，创新推出“大
锅饭”待客模式：白事统一使用村集体厨
房，宴席标准定为“一碗米一碗熬饭”套
餐，每桌成本控制在200元以内，较以往
节约60%费用。同时，理事会明确“三限”
原则：限规模（宴席不超过10桌）、限时间
（红白事不得超过3天）、限随礼（村民随
礼不超过100元）。村民马秀花家孩子结
婚，原本打算大摆宴席，经红白理事会成
员多次上门沟通，了解到村规民约的意

义和目的后，最终结婚当天按照规定简
办婚礼，结婚当天以熬饭待客，节省了开
支，也得到了亲朋好友的理解和支持。
党员谢成禄、村民谢成财家中老人去世，
理事会协助其家属简化治丧流程，最后
给帮忙办丧事的亲朋好友集中一起吃大
锅饭表示感谢，大家没有大操大办，同样
庄重地完成了丧葬仪式。2024 年以来，
全村红白事平均支出从5万元降至1.5万
元，节约资金超10万元。村民郑大爷说：

“过去办丧事借钱撑场面，现在简办既省
钱又体面，大家都轻松了。”团结村将红
白事简办纳入《村规民约》，理事会现场

指导流程，村监会全程监督，违规者纳入
“村规民约黑榜”。

乡贤引领“软约束”，村规民约“硬
杠杆”。团结村邀请村里德高望重的村
民、老党员、村干部参与村民议事会，会
议明确提倡厚养薄葬、反对封建迷信；
提倡简约婚礼、反对高价彩礼、红白事
大操大办等。针对部分村民“抹不开面
子”的心理，乡贤主动担任“红白事总
管”，全程协调事务，既尊重民俗又破除
陋习。2024年，彩礼均价从15万元降至
8 万元，丧事时长从 5 天缩短至 3 天，群
众认可度达90%。

本报讯（记者 悠然 摄影报道）为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营
造和谐社会氛围，6月20日，城中区礼让
街街道办事处精心策划举办了“清凉一
夏‘食’在礼让”夏至美食节活动。活动
以美食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为辖区居
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夏日盛宴，共绘
辖区美好生活画卷。

活动现场，14家辖区特色餐饮商家齐
聚一堂，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舌尖
盛宴。青海土火锅咕嘟作响，热气腾腾；
搅团口感细腻，独具风味；酿皮爽滑劲道，
酸辣开胃；甜醅清凉甘甜，沁人心脾；羊肉
手抓肉质鲜嫩，香气四溢；玫瑰饼层次分
明，甜香扑鼻……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品
尝。活动现场入口处，工作人员积极倡导

文明就餐新风尚，向居民发放“文明用餐
卡”，引导大家有序、文明地享受美食乐
趣。华医堂中医馆的展台前人头攒动，专
业医师向居民详细讲解“吃夏至面”“消夏
避伏”等传统习俗，并分享夏至时节的科
学养生知识，涵盖饮食调养、起居作息等
方面。居民们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沉
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随后，“舌尖上的礼让”美食评选环
节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居民们在品尝
各类美食后，纷纷为自己喜爱的商家投
上宝贵一票。现场气氛热烈，居民积极
参与。最终，一批特色美食商家凭借优
异表现脱颖而出，荣获美食人气王、匠心
美味等荣誉称号。

本次夏至美食节是礼让街街道办事
处“礼让四季”系列品牌活动的重要篇
章。活动巧妙地将传统节气文化与现代
社区生活、商业发展相融合，一方面为辖
区商家搭建了展示特色、提升知名度的平
台，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极大
地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增强
了街道的凝聚力与居民的归属感。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今年以来，城
西区西关大街团工委通过品牌创建、机
制完善、文化赋能三大路径，结合街道

“近邻党建”，积极吸纳青年志愿者加入
基层治理，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服务
民生”为目标，打造青年“友好新样板”。

为创建品牌，西关大街围绕市、区和共
青团工作方向，深化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
者、青年岗位能手、青年实干家等“青”字号
品牌项目，以“young就来”——青年夜校为
抓手，组织带领辖区青年实施青春守护生
态文明、青春投身基层治理、青春维护民族
团结、青春创建文明城市、青春聚力文明实
践“阳光西关”青春行动7期，为辖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今年以来，该街道由街道团工委联

合人大“两室一平台”，组织青年志愿者、
党员、人大代表、群众召开“协商议事
会”，引导青年群众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微
改造。组建以专业社工、网格员、巾帼志
愿者为代表的青年志愿者联盟，开展困
境儿童慰问关爱、教育指导等服务项目；
开展“续写雷锋日记”征文、妇儿维权普
法服务、预防家庭暴力等宣传活动，共同
推动青年友好社区从“问题解决型”向

“愿景共创型”治理升级。
以“少年所向”点亮成长之路，在基层

治理实践中，西关少工委锚定“一老一小”

关键民生，以党建为引领，整合辖区资源，
推行“朝”“夕”共融模式，打造“家长学校”
银发志愿服务品牌，依托青少年假期托管
班，集结“双报到”党员、“青年志愿者”“江
源爱心妈妈”，紧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组
织开展小小银行家、面包师傅、广播员等
10余项特色职业体验活动。大力推动形
成党建引领、团建协作、队建协同的少先
队工作联建共育机制，建立“固定+流动”
创建机制，聘请学校青年教师、社区团干
部、优秀家长等担任社区少先队志愿辅导
员，逐步吸纳民政、残联、居民能人等人员
参与，通过“选优配强”，进一步激发少先
队工作动能，发挥“双向赋能”。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为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打造夏季特色旅游产品，6月20日，湟源县2025
年“浪山浪水浪湟源”浪河滩暨夏季旅游启动仪式在
和平乡马家湾水麦轻奢露营基地举行。本次活动以
全方位深层次地推动精品“浪河滩”发展为核心，通过
资源推介、文艺展演、营地展示等环节，全面激活夏季
旅游市场，打响“浪山浪水浪河滩”特色文旅品牌。

现场，丹韵曲艺艺术团带来的国家级非遗西宁贤
孝《唱古城》，生动展现湟源古城千年历史人文；“花
儿”传承人李梅献唱的经典曲目《上去高山望平川》，
以高亢唱腔传递河湟儿女的家国情怀。活动通过现
代舞台技术与传统艺术的有机结合，创新非物质文化
遗产表达形式，搭建活态传承展示平台，吸引超百名
群众、游客驻足观赏。

10余家企业精心打造文体农旅商融合体验矩阵，
通过特色功能分区多维度展现湟源魅力。集中陈列
湟源香包、皮绣等传统手工艺品及创意衍生文创产
品，系统介绍非遗技艺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价值；农副
产品区则推出酸奶、小高陵鸡蛋及酿皮等美食，游客
可现场体验传统美食文化的独特韵味，实现从视觉到
味觉的全方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

此外，湟源县发布“浪河滩”营地奖补政策并开展
全方位宣传推介。通过整合旅游资源，精选出4家特
色鲜明的“浪河滩”营地上台推介，以“差异化定位、精
准化服务”的理念全景呈现多元业态的露营新体验。
通过“一营一策”的精准推介与市场化运营，湟源县正
全力推动“浪河滩”成为青藏高原露营经济的新标杆，
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近年来，湟源县以生态塑形，借文旅造血，巧妙融合
青藏高原传承千年的“浪山”习俗与现代流行的露营经
济，打造出独具魅力的“浪山浪水浪河滩”品牌，紧贴“周
边游、附近游”需求，创新推出“浪河滩”3.0模式，规范运
营“浪河滩”营地60余家。为进一步推动露营经济向规
范化、品牌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湟源县委县政府建立长
效扶持机制，每年统筹60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按照“示
范引领、梯次推进、动态管理”的原则，构建起三级梯度奖
补体系，为游客提供“短期游”与“休闲游”新选择。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青海湖周边
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已从2007年的300余
只恢复至3400余只。”记者从海北州刚察
县获悉，近年来，刚察县通过完善保护机
制、强化科技赋能、凝聚社会合力等举
措，推动普氏原羚保护工作迈向系统化、
智慧化、全民化新阶段，为濒危物种保护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刚察范例”。

为切实履行好属地保护管理职责，
刚察县成立县级普氏原羚保护专班，明
确县乡两级属地管理职责，出台《刚察县
创建普氏原羚保护公园分工方案》，完成
普氏原羚跨越315国道通道工程建设，从
源头化解“路兽冲突”风险。为改善栖息

环境，该县持续加强普氏原羚特护区建
设，设置界碑4处，建立10处饲草料投放
点和 8 个饮水点，在冬季等食物短缺时
期，累计投放饲草料500余吨，保障普氏
原羚的生存需求。

打造智慧监测新模式，构建智慧监
测网络。刚察县目前已建成人工智能生
态监测系统，全县布设红外相机监测点
120个，在普氏原羚栖息地构建全方位、
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实时识别普氏原羚
活动轨迹，精准统计种群数量及迁徙规
律，累计采集数据5000余条。创新动态
巡查手段。融合无人机巡航、红外相机
监测、动态巡查等技术，加强野生动物日

常动态观察，实现栖息地入侵预警、疫源
疫病监测“一屏管控”，违法行为发现率
提升60%。

为凝聚全民共护新合力，刚察县通
过强化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四包四联”

“一核五队”等工作机制，通过案例宣讲、
警示展板、普法手册等方式，覆盖牧民群
众 2 万余人次，形成“保护动物、人人有
责”的社会共识。同时，探索“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路径，开发普氏原羚主题文旅
项目，引导牧民通过生态旅游增收，共接
待游客1.22万人次，营收15.4万元，吸纳
4名当地居民就业，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
改善良性互动。

“高原康养·国医经典行”活动在城北区举行

湟源县打响“浪山浪水浪河滩”

特色文旅品牌

城东区：首创“大锅饭待客”模式

移风易俗新风尚 让文明新风浸润西宁大地

刚察解码普氏原羚庇护“新范例”

西关大街打造青年友好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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