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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莫家沟村不一
般，这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小山村，让好多
艺术家来这里扎了根。

这个小山村吸引他们的魅力是什么？
土墙上斑驳的阳光、屋檐下滴落的雨

珠、谷仓里沉淀的麦香，让每一种艺术都
找到了生根的土壤；在这里，风不催灵感，
云不赶创作，连时光都愿意慢下来等一个
构思成型，这才让一群追光者不约而同地
在此扎根，让散落的匠心聚成了一片艺术
的原野。

正是这样一种“半乡半城”的特色避
暑民宿生态边界，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
充足的呼吸余地与精神场所，也为艺术振
兴乡村提供了别样的样本。

莫家沟村成了“艺术家”村

莫家沟村成了“艺术家”村，这让许多
人感到新奇又诧异。

几年前的夏天，一位画家偶然踏入莫
家沟村，被这里未经雕琢的自然风光深深
吸引。莫家沟村距西宁市区18公里，连绵
的山峦、错落有致的村舍、质朴的村民，一
切都散发着一种原始而纯粹的美，宛如一
颗被尘世遗忘的明珠。很快，他便在此安
营扎寨，支起画板，用画笔捕捉莫家沟的
每一抹色彩、每一丝光影。

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慕
名而来。

他们中有画院的老教授，带着对艺术
的执着与热爱，在莫家沟找到了创作的第
二春；有年轻的美术老师，渴望摆脱城市
的喧嚣与束缚，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寻找
灵感的源泉；还有设计工作室的主理人，
将现代设计理念与乡村元素巧妙融合，赋
予古老的乡村全新的生命力。他们如同
莫家沟村的植物，无需设限，无需引导，却
因土壤、水与阳光的合适，自然汇聚、生
长、蔓延。

据了解，目前，通过前期莫家沟村闲
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筑巢引凤”吸引流转
17户村民闲置宅基地，已建立5个艺术工
作室和1个展厅，在建艺术工作室3个，形
成省内首个艺术家聚居地。

画家秦川，常常在清晨薄雾尚未散去
时，便来到村头的田野，捕捉那一瞬间的
朦胧之美；雕塑艺人苏豪伟，则钟情于收
集村里的老物件，将它们重新组合、雕琢，
赋予这些被遗忘的物品新的生命与意义；
独立音乐人在工作室里，将鸟鸣、风声、流
水声融入音乐创作，让自然的声音成为最
美的旋律。

大地里长出的灵感更接地气

“80 后”的大山是一位培训学校的艺
术老师，他开朗地笑着说道：“目前，我最
满意的作品是在自己的二亩三分地里种
植的瓜果蔬菜。”

他是去年刚刚入驻村子的，选了村里
最老的一个院子，院子里苹果树下他找到
了作画的灵感，他还亲手为孩子们搭起了
一个温室大棚，他想让自己的学生亲眼来
看一看这些植物的生命力。

随着艺术家们的陆续入驻，莫家沟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座风格各
异的院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式的古朴
典雅、西式的浪漫时尚、田园的清新自然，

与保留乡愁原有土墙土瓦的传统院落相
互交织，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式
花格窗里摆着西式画架，田埂上的陶罐插
着塑料花与真麦穗，每一处混搭都透着对
乡野的尊重与巧思。

每个院落都设有展览馆，展示着艺术
家们的作品，让村民和游客能够近距离感
受艺术的魅力；几间民宿则为远道而来的
客人提供了温馨的住所，让他们在欣赏艺
术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乡村生活的宁静与
惬意。

见远山辽阔，见日月澄明

古老的乡村有了全新的生命力！“90
后”的设计师小邓和海归妻子一起来入
驻，从签约到入驻，没有丝毫犹豫，小山村
也因为他们这些年轻艺术家的加入变得
更加有活力。

“遇见莫名湖”首届写生艺术展；“颜
说”莫名湖艺术区首届女性艺术展；你好5
月艺术节……

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更是让莫家沟
村声名远扬。展览期间，来自各地的游客
纷至沓来，他们漫步在村落间，欣赏着艺
术家们的作品，感受着乡村与艺术的完美
融合。村民们也从中看到了商机，纷纷摆
摊设点，出售酿皮、锟锅馍馍、酸奶等农副
产品，收入大幅增加。

双向奔赴，共绘美好未来

如今的莫家沟村，微风轻拂，麦浪翻
涌，远处的莫名湖波光粼粼，宛如一面巨
大的镜子，倒映着天光云影。谁能想到，
这片充满诗意与艺术气息的土地，曾是一
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

周末的清晨，莫家沟村的路口就停满
了外来的车。游客们沿着花香满径的小
路逛展，在雕塑工作室里惊叹石头如何变
成奔马，在音乐工作室里听一曲带着乡音
的原创歌谣……

夕阳西下，人潮散去，这些艺术家们
坐在院门口聊天，看夕阳把游客的脚印晒
成金色，他们埋下的艺术种子，正在乡野
间长成一片风景，既滋养了自己的创作，
也点亮了别人的生活。

土墙的斑驳、莫名湖的晨昏、村民闲
聊时的方言腔调，都成了灵感的泉眼，让
那些在都市里淤塞的创想，顺着田埂上的
溪流自然流淌，这是向往的生活，艺术在
院墙内新生。

莫家沟村成功了。村委会相关负责
人对这种形式很是看好。“村民可以近距
离感受艺术魅力，甚至带动部分村民尝试
创作，不仅提升审美意识，也为乡村注入
新的文化元素，形成新的文化互动模式。”

这不仅在于艺术为乡村带来了新的
活力与发展机遇，更在于乡村为艺术提供
了扎根生长的土壤。艺术与乡野的相拥，
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美好旅程。（记者 王琼）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7 月 15 日，“西
宁文旅公司”2025中国明星足球队西宁邀
请赛新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活动有
关负责人介绍了赛事总体情况，并回答记
者提问。

据悉，此次赛事将于 7 月 20 日 19:30
在青海体育中心激情开赛，本次赛事由
青海省体育赛事管理中心、西宁市体育
局指导，西宁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主办，青海鼎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全
程承办。届时，由文艺界代表：阿尔法、
戴娆、黄格选、黄征、景岗山、栾树；体育
界代表：高峰、刘爱玲、温利蓉；知名主持

人：韩乔生、梁永斌等组成的“中国明星
足球队”将亮相赛场，与本土球队：西宁
雪豹队、西宁联通队、玉树牦牛队同台竞
技，以体育公益行动助力西宁市乃至全
省的足球项目普及和发展，为本地足球
赛事市场化运营探索了新的路径。此
外，本场足球赛事文艺演出看点十足，将
充分发挥明星效应，通过声乐、器乐、广
场舞、团体操等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
式，创新融入花车流动表演（省内首创亮
点），配合沉浸式立体音响效果等，以《同
一片天空》《幸福西宁》《相信我们一定可
以》《超越梦想》等主题音乐，生动展示

“中国夏都·丁香之城·雪豹之都”的独特
魅力。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

据介绍，本次赛事不仅是西宁夏日体
育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农业、牧
业、商业深度融合，助力青海“体育+”事业
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赛事以友谊为桥
梁，以足球为媒介，旨在通过高水平、高规
格、高关注的赛事活动，丰富市民精神文
化生活，加大宣传西宁城市形象，扩大城
市影响力和美誉度，展现我市各族群众良
好的精神面貌。

7月14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群
众来电诉求 1587 件次，网民留言 78 件（西宁
12345微信公众号66件，西宁市政府网5件，青海
12345 政务服务网 4 件，人民网 3 件），直接办理
831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756件，回访307件。

热点问题：
1. 消费维权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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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问题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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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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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4 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举报 73
件，其中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收举报 43
件、西宁市应急管理局接收举报3件、西宁市消
防救援支队接收举报27件，主要反映小区物业、
消防安全、市政道路等问题，已及时联系相应县
区政府核实处理。

中国明星足球队西宁邀请赛20日开赛

艺术家们在这个西宁小山村里扎了根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
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西宁市安全隐患
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杨司煜杨司煜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7月15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石建平前往城中区、南川工业园区、城北区
督导全市保交房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精神，持续攻坚克难推动问题化解，加力提
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保交房任务，以
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认可。市领导吉辉参
加。

在城中区珑悦天宸、南川工业园区中梁鎏
金云玺和城北区北川万达广场四期项目现场，
石建平实地察看项目建设进度、施工组织等情
况，详细了解资金保障、交付计划，现场协调解
决存在的问题，强调要聚焦收尾攻坚项目，在确
保施工安全和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增配施工力
量，优化施工组织，让群众早日入住放心房、满
意房。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市区联动，定
期会商解决问题，全力以赴做好各类要素保
障。要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及时公开施工进度、
资金使用等关键信息，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

调研过程中，石建平强调，要加快房地产转
型发展，结合旅居康养、避暑经济发展等，加力推
进“好房子”建设，促进人民群众从“住有所居”向

“住有宜居”升级，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

石建平督导全市保交房工作时强调

全力打好保交房攻坚战
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