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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7月4日，骤雨初歇
的西宁重沐晴光，澄澈的碧空下，河湟大集玉
树专场人气爆棚。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一
支身着民族服装的锅庄舞队踏着韵律穿梭在
人群中，以热情奔放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在
激昂的旋律中，市民游客品尝玉树美食，体验
玉树舞蹈，展位前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顾客。

从玉树牦牛肉、毛毡、乳制品，到囊谦藏
黑陶、藏酒、藏香，走进展示展销区，仿佛将三
江源搬到了河湟大集现场，让人们近距离感
受到玉树的魅力。“这些藏黑陶太漂亮了，每
一件都像是艺术品，让人爱不释手。”在藏黑
陶展区，一件件造型古朴、工艺精湛的藏黑陶
制品吸引了众多目光。藏黑陶是玉树州囊谦
县特有的传统手工陶器，为藏区唯一采用原
始技艺制作的黑色陶器，它采用当地特有的
泥土手工制作而成，经过高温烧制，呈现出独

特的黑色光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
价值。另一处的藏香展位同样人气爆棚。浓
郁的香气弥漫，让人仿佛置身于宁静的高原
之中。“藏香以藏红花、丁香等多种天然香料
为原料，经过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具有提神醒
脑、净化空气的功效。”身穿藏服的女老板笑
意盈盈地向顾客介绍道，藏香不仅是一种香
料，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蕴含着藏族人民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毛毡和乳制
品展区同样热闹非凡。毛毡以其保暖性强、
质地柔软的特点受到游客的喜爱；而牦牛奶
制成的乳制品，如酸奶、奶酪等，更是以其浓
郁的奶香和丰富的营养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游客赵晟云表示：“这些乳制品太好吃了，尤

其是酸奶，口感醇厚，比普通的酸奶好吃多
了。”这些产品不仅展现了玉树丰富的自然资
源，更体现了当地牧民的勤劳和智慧。在手
工艺品展区更是琳琅满目，藏刀、腰带、编织
品等手工艺品展示了玉树人民精湛的技艺和
独特的审美。市民周浩说：“这些手工艺品太
精美了，每一件都充满了民族特色，我特别喜
欢那把藏刀，刀柄上的花纹非常漂亮。”

河湟文化大集，不仅展示了玉树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更为当地企业和产
品提供了展示和推广的平台，促进了玉树与外
界的交流与合作。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
玉树、关注玉树，也为玉树的特色产业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7 月 3 日，12345 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诉求 1335 件次，
网民留言 80 件（西宁 12345 微信公
众号71件，西宁市政府网4件，青海
12345政务服务网2件，市委网信办
1件，人民网2件），直接办理675件，
转交责任单位办理660件，回访314
件。

热点问题：
1. 消费维权 65 件，无集中反映

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
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2. 劳动纠纷 63 件，无集中反映
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
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3. 旅游管理 60 件，无集中反映
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
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本报讯（记者 李静）当来自青藏高原的沙

棘，与传统的火锅底料碰撞出火花，一场关于
味觉的“革命”就此拉开帷幕，康普公司推出的
多维沙棘火锅底料，正凭借其独特风味和健康
品质，赢得众多消费者的喜爱，成为“神奇柴达
木”金字招牌中亮眼的“明星产品。”

这款创新产品由青海康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在生物园区管委会的指导下精心研发，
一经亮相便引发“轰动”。一袋袋凝聚着神奇
柴达木匠心的醇厚沙棘多维底料，散发着诱
人的酸香，“先喝汤，再涮肉”的理念更是吸引
了众多消费者前来品尝。大家对这款“地道、
醇厚、层次丰富”的沙棘火锅味道赞不绝口。
来自果洛的消费者仁青措在品尝后表示：“以
前只吃过传统的火锅底料，今天尝到这个沙
棘多维火锅底料新奇又上头，酸味和果香味
很是鲜美！”

沙棘被誉为“维生素C之王”，其维生素C
含量是柑橘的6倍，苹果的200倍，同时还富含
维生素E、胡萝卜素、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有
益成分。将这些营养要素通过火锅这一高频
消费场景传递给消费者，既满足了味觉享受，
又提供了健康价值，创造出了差异化卖点。在
第26届青洽会上，不少来自省内外的消费者

“闻味”而来，驻足沙棘火锅底料展台，详细了
解了产品特色、制作工艺和市场情况。“沙棘汤
底太好喝了，简直就是可以涮肉的果汁，为消
费者带来了福音！”来自上海的客商刘静在品
尝沙棘火锅后连连赞叹。

圈粉无数的沙棘火锅底料到底有怎样的
独特魅力？每一味配方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
事？据企业团队介绍，该款产品秉承着“坚持
古法工艺、精选特色原料、打造地道高原风
味”的创作理念，采用特殊工艺，最大限度保

留沙棘中的热敏性营养成分，同时通过科学
的配方调配，平衡沙棘的酸涩感与火锅应有
的醇厚口感，创造出酸辣醇厚的独特风味，满
足了当代消费者对“美味与健康兼得”的期
待。

康普公司市场拓展部负责人马婷介绍说：
“沙棘火锅底料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它不仅
仅局限于火锅店，还可以扩展到煮面、炖肉等
家庭烹饪的各个方面。同时，公司提供产品的
多样化选择，满足了从 B 端到 C 端的不同需
求，使得火锅底料及相关产品能够覆盖尽可能
多的消费人群。”

从高原野生果到火锅新宠，沙棘的香气将
不再局限于高原，而是随着这款火锅底料香飘
四方。在未来，沙棘火锅必将成为继麻辣火
锅、番茄火锅之后，又一款风靡全国的特色锅
底，为青藏特色产品再添一道亮丽风景。

河湟文化大集上玉树“风味”引客来

品味高原黄金果的“热辣滚烫”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
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本报讯（记者 悠然）“谁知道莫家街承载
了多少年的历史？对啦，是六百年！”7月4日
晚，西宁市城中区莫家街的青砖老巷里，主持
人一句互动问答，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作
为城中区第七届“寻迹卫城·文脉城中”河湟非
遗美食季系列活动的重头戏，莫家街夜经济启
动仪式在此拉开帷幕，六百年的商贾烟火与现
代文旅活力碰撞出璀璨火花，让这条老街成为
夏夜里最耀眼的星。

“今晚的莫家街可真是太热闹啦！”活动现
场人头攒动。在主会场，主持人用生动的话语

串联起老街的过去与现在：“脚下的每一块青
砖都藏着故事，从明代的商铺林立到如今的网
红打卡地，莫家街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

‘烟火气’。而今晚，我们要给这份烟火气再添
一把火！”说着就为大家推荐起了城中区的宝
藏文旅资源，从历史古迹到新晋景点，从特色
美食到非遗体验，让在场观众仿佛手中握了一
张“城中文旅藏宝图”。“莫家街的夜经济，不仅
是美食的聚集地，更是文化的展示窗。这里的
烟火气里，藏着城市的文脉与创新。”城中区文
体旅游科技局局长王生玺说道。现场还为城

中区文旅推荐官颁发了聘书，希望他们能成为
城中文旅的“代言人”，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
的魅力。随着聘书颁发完毕，一场视听盛宴正
式上演。歌曲《相遇城中》用温柔的旋律描绘
着城市里的美好邂逅，舞蹈《星耀》则以灵动的
舞姿展现着青春的活力，仿佛将莫家街的夜晚
点亮成一片璀璨星空。《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歌
声传递出坚韧的生命力量，舞蹈《battle star》则
用动感的节奏点燃了现场的激情，台下观众纷
纷跟着节拍挥舞手臂。除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在活动分会场，城中区文旅局还为市民和游客
准备了小礼物，拿到礼物的市民纷纷拍照留
念。

从过去的商队驼铃，到现代街头的霓虹闪
烁，从传统吆喝声到直播间的热情互动，莫家
街的夜经济升腾起浓浓烟火气。这条老街，既
镌刻着历史的厚重，又书写着文旅融合的崭新
篇章，静静等待着更多人来探寻它的独特魅
力。

莫家街：让六百年烟火气撞上夜经济新活力
本报讯（特约记者 田得乾 石成

砚）7月4日，全省防汛减灾工作视频
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
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全省防汛
减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调
度。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我省今年强降雨呈
现出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水
强度大等特点，具有极端性，易造成
灾害。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今年
防汛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
维，以各项举措的确定性来应对汛
情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强调，要加强指挥部统筹
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值班值
守，严格信息报送，加强会商研判
和总结，一仗接着一仗打，全力以
赴打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主
动仗。要紧盯交通干线、山洪地质
灾害风险区、旅游景区、在建工地
等重要基础设施、重点区域和重点
部位，扎实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确保平稳度汛、安全度汛。
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加强预测预
报，及时发布预警，严格落实“叫
应”“叫醒”机制，发现险情果断转
移 避 险 ，做 到 应 转 尽 转 、早 转 快
转。要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减灾主
体责任，加强一线力量准备和应急
物资装备保障，确保各项安全防范
措施落实到位，切实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合力打赢
防汛减灾这场硬仗。

张锦刚主持。会议以视频形式
开至市（州），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
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西宁
市、海南州作了汇报。

全省防汛减灾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
罗东川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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