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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璐 实习记者 朵玉雪
摄影报道

黄河孕育生生不息的华夏儿女，沉
淀出波澜壮阔的华夏文明。驰而不息
的黄河流经上游谷地时与其支流湟水
河、大通河交汇延伸出一个多元文化交
融地带——河湟地区。

6月 28日下午，全国主流媒体海东
行暨乡村振兴看海东采访团走进位于
海东市乐都区的河湟文化博物馆。跟
随讲解员的解说，媒体记者们漫步在博
物馆，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廊，思绪徜
徉在文化的殿堂里。

民族自信的根基
“在我国 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黄

河流域有 3000 多年是全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
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是中华民
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走进河
湟文化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句
话高高地镌刻在大厅中央的上方。

2018 年 10 月，河湟文化博物馆在
海东市乐都区进行施工建设，建设周期
为2年。

据河湟文化博物馆馆长赵元杰介
绍，河湟文化是黄河上游历代先民生产
生活中积淀的文明结晶，在历史的长河
中，世居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在这片富
饶的土地上共同生存、共同生产、共同
开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河湟文
化，它也在促进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起
到了重大作用。

基于此，博物馆项目从建设初期就
明确了河湟文明·源同九州、河湟古道·
交融天下、河湟家园·和美向荣、河湟筑
梦·创建辉煌四大主题，即四大展厅。

“实际上，它就是世人了解我们河
湟文化的一个会客厅。”赵元杰说。

“很壮观，一进大厅，两面墙的彩陶
映入眼帘，再往里走，那些斑驳的断痕，
流金的岁月，有关河湟文化历史的一
切，都值得我带着对文化的尊重，去深
入采访。”四川新闻网记者张颍说。

承载历史的使命
走进博物馆一楼序厅，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展厅中央的河湟地域范围沙
盘。偌大的沙盘上，黄河、湟水河、大通
河三河流域褶皱起伏。

“我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通
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这里逐渐形
成了与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
并列的河湟文化。”赵元杰指着沙盘详
细描述着。

眼观沙盘两侧，偌大的墙面上独立
陈列着独具地域特色的彩陶器具。据
介绍，河湟文化博物馆总共展出的出土
文物有 4万多件，其中彩陶就有 2万多
件，这两面墙上就有374件。

“这是河湟地区的先民们生活过的
印记，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对自
然、世界、文化的认知绘制于彩陶上。”

眼前的一幕让现场的媒体记者们叹为
观止。

沿着序厅向里走，进入第一个展厅
——河湟文明·源同九州，这里能追溯
到河湟地区久远的史前文化，能近距离
感受远古时期就适宜动物生存的自然
环境。

“据考古发现，河湟地区是黄河流域
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在距今三万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的先民就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河
湟文化博物馆讲解员李亚男一边介绍，
一边带着记者继续向前参观。

在这里，沿着旧石器时代，这条历
史的脉络在河湟地区诞生出拉乙亥遗
址文化遗存、中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
化等，都向世人证明着河湟地区的先民
们从适应自然到征服自然的过程。原
始狩猎生活逐渐发展到农耕和畜牧的
种种表现，无疑是他们智慧的展示。

走到一处还原的墓穴遗址处，里面
放着许多陪葬品，“这就是‘墓中之
王’——马厂型墓葬，是 1730座墓里面
最大的一个墓葬，它的陪葬品就有 95
件，其中有 3件古器和 1件绿松石。”讲
解员李亚男介绍说，墓葬里面的陪葬
品，不仅代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可
以看出墓葬人的身份和地位，身份地位
越高，陪葬品就越多。

展厅里也有许多代表当时文化的
独具特色的陶器，它们身上刻画着不一
样的纹路，令人不禁发问：这些纹路到
底有何含义？

“这件彩陶上面绘制的是特色‘蛙
纹’，你们知道它代表什么吗？”李亚男
向现场的记者们问道。

“是因为蛙的繁殖能力强吗？”现场
的一位记者回答道。这一问题，使现场
氛围一片活跃，大家纷纷加入回答问题
的行列里。

“青蛙是水陆两栖动物，以青蛙为
图腾，是先民对水有敬畏之情，其次是
因为青蛙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产卵力
比较强，当时生存环境恶劣，刚出生的
婴儿成活率很低，容易夭折，是原始先
民祈求人丁兴旺，多子多福，部族强大
的体现，最后是因为先民发现青蛙是可
以作为食物的，可以解决温饱、预知天
象，于是，人们开始崇拜蛙，希望能拥有
或借助蛙的能力来庇护自己的氏族。”
李亚男说。

“青海的先民们用灵巧的双手将他
们对世界、自然、文化的认知绘制于彩
陶之上，经过历史的沉淀呈现在世人眼
前，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四川新闻网记
者张颍说。

跟随讲解员的步伐，大家走到了“河
湟古道·交融天下”为主题的第二展厅。

该展厅根据河湟地区在历史进程
中“古道”形式表现出的经济、贸易、军
事、文化交流交汇这一明显特征，按秦
汉以来的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
茶马古道为顺序，着重展示各历史节点
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伴生的文化
现象，突出了河湟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

性。
二楼是以“河湟家园·和美向荣”为

主题的第三展厅，着重展示了河湟文化
发展的成果。李亚男告诉记者，河湟地
区分布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六个
主要民族，通过他们的服饰、饮食、宗
教、河湟非遗等方面展示出六大民族的
特色文化。

“世界上第一碗拉面可是从我们青
海诞生的呢！”青海日报社实习记者陶
然说，这里有独具特色的青海拉面，从
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的一碗粟面到青海
拉面，相距 4000多年，也是一道丰盛的
非遗大餐。

“人们形象地说，是汉族、土族群众
种的小麦磨成了面粉，藏族、蒙古族群
众养的牦牛熬成了鲜汤，撒拉族群众栽
的花椒、辣椒做成了调料，回族群众用
双手拉出了一碗碗致富面、和谐面、幸
福面。”赵元杰自豪地说。

在二楼第四展厅，以“河湟筑梦·创
建辉煌”为主题，红色文化浸润过的现
代文明在这里清晰呈现。从中国共产
党成立，经过百年求索和奋进，黄河文
明孕育出的河湟文化塑造出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用文化自信助推
海东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展示海东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的辉煌
成就。 （下转02版）

河湟文化博物馆：讲述河湟谷地前世今生

本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
员 郭建峰）近年来，海东市以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为目
标，紧盯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精
确施策，通过夯实教育培训、一线
交流锻炼、推动能上真下等措施，
不断提升公务员履职能力。

海东市夯实教育培训，紧扣
海东事业发展需要，围绕乡村振
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采取邀
请省市专家授课、选派公务员到
名校专题培训等形式，精准开展
专业化培训，提升干部专业素养，
夯实担当作为的基本功。举办专
业化干部培训班 33 期，受训干部
3568人次。同时，以“公务员政策
宣讲专题活动”为主线，持续深化
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的学习教
育，通过海东党建等媒体，定期推
送公务员法律法规政策学习内
容，进一步促进《公务员法》及配
套政策法规学习入脑入心。

为 着 力 提 升 干 部“ 实 践 能
力”，海东市扎实开展年轻公务员
双向交流锻炼工作，选派综合素
质好、发展潜力大的 62 名优秀年
轻公务员通过双向交流、上挂下
派、跟岗锻炼等方式到关键岗位、
重要部门、基层一线历练，在基层
锻炼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

才干。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针对集
体经济薄弱、乡村振兴任务重的
村，坚持“因村派人、人岗相适”原
则，在全市范围内统筹选派306名
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作风扎
实严谨的公务员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引导干部在推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担当。

海东市不断激发公务员队伍
“干事活力”，做实考核工作，将考
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晋职晋级、
岗位交流、奖优罚劣的重要依据，
激励干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去年来先后对防疫防汛、乡村振
兴等吃劲岗位上实绩突出、作用
发挥明显的91名干部予以提拔晋
升。综合运用年度考核、季度测
评结果，对干部表现进行正反对
比、相互印证，对不适应担任现职
的情形，分析研判，实事求是作出
认定，客观公正提出调整建议，采
取集体研究的方式进行“下”的处
理，全面推动能上能下“落地见
效”。去年来处置不作为、慢作为
干部9名，改任职级干部24名。充
分运用反向激励倒逼鞭策不干
事、不作为干部，有效激发全市公
务员干事创业活力。

海东锻造
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本报讯（记者 邓成财）7 月 2
日，全市土地例行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分析研判
我市土地例行督察问题整改的形
势，对全市土地例行督察问题整
改工作任务再安排、再部署、再推
进，确保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华杰参加并讲话，副市长魏
成玉主持。

会 议 要 求 ，要 提 高 思 想 认
识。站在讲政治、顾大局、促发展
的高度，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在责
任上明确起来，在措施上行动起
来，克服麻痹思想，丢弃等待观
望、缓改拖延的想法，扎扎实实、
不折不扣地全力推进整改工作。
要压实整改责任。主要领导要坚
决扛起耕地保护主体责任和土地
例行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
任，进一步明确整改重点、层层分
解任务、逐级明确责任、限期完成
整改，在对存量问题按时完成整
改的同时，坚决遏制增量。要加
快整改进度。各县区政府主要领
导和分管领导要切实履行职责，
积极协调解决整改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细化分解责任，明确每一宗违法
用地的责任单位，整改要求和时
限。要强化督导问责。市县区要

成立工作专班，指定专人负责整
改工作。市级要强化跟踪问效，
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季总结”机
制，定期开展督导检查。

会议强调，要落实土地指标，
不断挖潜零星地块开发复垦，用
好用活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加大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与乡村振
兴等工作的结合力度，积极拓宽
新增耕地渠道。要优化报批流
程，在完成用地勘测定界的基础
上，统筹乡镇政府、自然资源、林
草、财政等部门并联式开展土地
征收、林草地审批、报批费用缴
纳、占补平衡落实等工作，切实缩
短组件报批时间。要做好举证销
号，充分利用西安督察局近期来
青督察时机，主动沟通衔接，再举
证、再核实，及时提供已完成整改
问题的举证资料，确保整改问题
按时销号。要严禁新增违法，将
卫片执法监察与例行督察整改结
合起来，对于新增违法用地要以

“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处、倒查
责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关于 2023年土地例行督察
工作的批示精神及西安督察局对
土地例行督察整改提出的工作要
求，通报全市土地例行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情况。

全市土地例行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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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探索新变局
意味着什么

中国女篮
时隔12年
再夺冠军

7月2日，在澳大利亚悉
尼举行的 2023 年女篮亚洲
杯决赛中，中国队以73比71
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图
为中国队在夺冠后庆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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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晖）7月2日，市委书
记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在平安区调研督
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突
出产业支撑，坚决兜准、兜住、兜牢基本民
生保障底线，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增加百
姓收入，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先后到洪水泉
回族乡政府、洪水泉村、平安区富硒牦牛产
业示范园区、硝水泉村，调研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村级产业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
开展情况，并深入脱贫户家中进行走访。

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强调，要扎实
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问题整改，严把工作标准，强化
督导调度，聚焦重点对象、重点区域和重
点内容，认真执行常态化监测和重点帮
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隐患，做到动态监
测、动态整改、动态清零，确保反馈问题
整改到位。要把产业发展作为持续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首

要任务，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市场优势，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合理谋划产业布
局，逐步扩大优势产业发展规模，实现乡
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要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着
力点，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思路
与举措，实现农民积极参与、村级集体经
济稳步壮大、农民稳定增收致富的良好
局面，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质增
效。要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增加农民
收入为目标，将乡村文化与民宿建设有

机融合，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真正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要接续做
好新一轮定点帮扶工作，充分发挥派出
单位的职能优势和后盾作用，不断强化
对驻村工作队的业务指导，加强沟通与
联系，积极谋划帮扶措施，促进乡村造血
功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要发挥
好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思想上高站位，工
作上勤落实，保障上全方位、联系上更紧
密，立足本职，当好乡村振兴“领头羊”。

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在平安调研督导时强调

兜准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千方百计 想方设法增加百姓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