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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44日日，，以以““传承黄河文明传承黄河文明 弘扬河湟文化弘扬河湟文化””为主题的河湟文化为主题的河湟文化（（陇右文化陇右文化））研讨会在河湟文化博物馆研讨会在河湟文化博物馆

举行举行。。研讨会以挖掘海东陇右文化为重点研讨会以挖掘海东陇右文化为重点，，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交流发言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交流发言，，展示河湟文化和陇右文化研究展示河湟文化和陇右文化研究
成果成果，，进一步丰富河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深厚内涵进一步丰富河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深厚内涵。。

弘扬和保护河湟文化，需要充分
挖掘河湟文化的内涵。从地理环境来
说，海东市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坡
的接壤地带，这一地理特征，使海东市
一直处于历史的“转弯处”——璀璨夺
目的柳湾彩陶足以说明，史前这里是
人类成长的摇篮；各种史料记载充分
表明，从秦汉时期开始这里就是青海
农耕文明的起源；从丰富的历史遗存
来看，这里曾是“一国之都”和中国西
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重地……也
正是这独特的地理位置，多民族融
合、多文化并存成为河湟文化的一大
特征。研讨会上，青海省政府原参事
谢佐做了《河湟文化与青海农牧产业
化之路》的演讲。

谢佐表示，河湟文化是三河流域的
历代先民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
之上的精神文明化进程及其成果，青海
的生态农牧业自古以来宜农则农、宜牧
则牧、农中有牧、牧中有农、农牧业相得
益彰，保证了历代先民的生存与发展。
青海的农牧业之路在于内固农牧、外争
市场、巩固扶贫成果，在乡村振兴中丰
富河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河湟文化作为传统优秀文化，如
何走向现代化，我认为海东举办丝路
花儿艺术节及河湟文化论坛，就是河
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谢佐说。

近年来，海东市深入挖掘地方曲
艺、皮影戏、平弦、乐弦等民间艺

术，土族安召纳顿、藏族螭鼓舞、回
族宴席曲、撒拉民族宴等非遗项目得
到保护和发展，使古老的遗产焕发出
新的活力。甘肃省武威市凉州文化研
究院副研究员赵大泰从花儿的历史渊
源、艺术特点和价值、花儿的曲令、
花儿的分类等方面作了以《甘肃花儿
概述》为主题的演讲。

赵大泰表示，河湟文化是黄河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东市是河湟文
化的发祥地、核心区和承载区，海东市
近年来大力挖掘和弘扬河湟文化，建
设了河湟文化博物馆，举办了河湟文
化艺术节，成立了河湟文化研究院，这
些举措将帮助海东市成为黄河文化的
高地和河湟文化的大本营。

流过雪山、穿过草原，再越过两
个峡谷，湟水河在海东尽情舒展臂
膀，孕育出了黄河文化之首——河湟
文化，并且以文化类型丰富、文化特
色鲜明的特点，而有别于其他三个黄
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来自山东省诸城市的窦文钎是甘
肃天水师范学院文学院与文化传播学
院的硕士研究生，这是她第一次踏足
青藏高原。研讨会上，她和她的导师
余粮才作了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视域下河湟社火文化的传承与
开发》的论文。

窦文钎表示，河湟社火是一项与
其他民俗文化事象具有同等重要旅游
开发价值的活态资源，它能够为游客
提供一个了解河湟历史，特别是河湟
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信息
的窗口。游客通过了解河湟地区社火
中的唱词、舞蹈、服饰、语言等内容
中蕴含的多方面的信息，增加对多民
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化融合的理解，加
深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海东是河湟文化的发祥地、核心区
和承载区。正因为有着最为璀璨的历
史文化遗存，有着敢为人先的雄心壮志，
有着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弘扬黄河文化”
的责任担当，这些年，海东不断挖掘河湟
文化蕴含的深厚价值，汇集起保护河湟
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作为黄河入海口所在省份长大的
姑娘，窦文钎对黄河上游的文化表现
出浓厚的兴趣，对西北地区在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表示震
撼。“我昨晚看了开幕式，今天也逛
了这个博物馆，让我感到非常震撼的
是这里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非常重
视。”窦文钎说，她研究的课题与河
湟社火有关，河湟社火有着非常丰富
的文化内涵，历史上的河湟地区是多
民族的聚居地，社火文化也见证了多
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在当
下，河湟社火文化也是一项重要的文
化资源、旅游资源，它可以帮助外地
游客了解河湟历史，对于传承河湟文
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打造河湟文化品牌中，海东注
重顶层设计，着力打造河湟文化精神
高地。认真编制《国家级河湟文化生
态保护区规划纲要》《海东市国家级文
物保护示范区建设规划》《海东市全域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打造河湟文化发
展高地。同时，注重文旅融合，彰显
河湟文化丰富内涵，重点推动历史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民间文化、
生态文化、农耕文化、宗教文化全面
融合发展，让河湟文化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

“我是来自浙江省的一名文博工
作者，以前提到海东首先想到的是柳
湾彩陶，通过这次学习让我对海东有
了新的认识，海东作为河湟文化的缘
起地和核心区，对河湟文化的传播和
利用非常重视，通过深挖河湟文化内
涵，举办河湟文化艺术节等系列活动，
打造海东的四大品牌，使文旅融合更
加深入，充分展示了文化自信，让社会
各界对河湟文化有了更好的认识。”跨
湖桥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郑伟军说。

此次河湟文化研讨会，丰富了河
湟文化的时代内涵，弘扬了强大的黄
河精神，是一次保护黄河文化遗产的
生动实践，是一次挖掘黄河文化时代
价值的河湟行动，是一次讲好“黄河故
事”海东片段的文化课堂。

本次研讨会，除了对河湟文化的深
度探讨，对很多文博爱好者来说，也为
陇右文化的传承发扬丰富了资料。

对于河湟文化博物馆馆长赵元杰
来说，河湟文化好比一个长廊，而陇右
文化则是长廊上的柱子，乐都就是长
廊与柱子相交汇的地方。

“挖掘陇右文化对海东来说既有
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担当，我们准备这

个研讨会的目的就是让河湟文化或者
是陇右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赵元杰
表示，唐朝时，曾设陇右道，为全国十
道之一，辖境即今陇山以西至新疆东
部一带地区，站所就在鄯州，也就是乐
都，无论是从地理上、文化上还是政治
经济上，陇右地区一直充当着相当重
要的角色，挖掘陇右文化对海东的意
义非比寻常。

赵元杰说，两千多年前，丝绸之
路从陇右经过，绵延万里，千万年
来，河湟儿女同丝绸之路沿线人民一
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
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丰富发展
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天，海东挖

掘陇右文化，对于重振“一带一路”，
开辟崭新未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河湟文化（陇右文化）下一步该如
何继续挖掘、传承、发扬，研讨会上，18
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在一言一句的
讨论中，古老的文化焕发出了勃勃生
机。作为第五届青海丝路花儿艺术节
暨河湟文化艺术节的子活动，河湟文
化研讨会必将开启保护、传承、弘扬河
湟文化的海东篇章，吸引专家学者不
断讲好“河湟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努力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海东担当，作
出海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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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迎桂
艺术的盛会，群众的节日。7 月 4

日晚，乐曲昂扬、掌声热烈，在海东市体
育中心，2023第五届青海丝路花儿艺术
节暨河湟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金
城兰州·万象海东”河湟文化专场交流
活动拉开了序幕，整场交响音乐会描绘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
阔景象，以热烈的情感表达了兰州和海
东人民奋楫扬帆新征程的壮志豪情。

当晚，伴随着阵阵微风，管弦乐《红
旗颂》的音乐缓缓流淌，观众徜徉在音
乐的柔波中……“以前我只在电视上
看过交响乐，看不懂，没想到这么高大
上的节目演到家门口来了。”前来观看
演出的市民李玉莲感叹道。

开篇的交响乐演出锋芒毕露，以情
叙事，交响乐《中国民歌 4首》则成为当

晚演出的重头戏。伴随着音乐声，听众
们仿佛感受到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从
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世纪的风雨
苍黄始于百年前的星星之火……交响
乐演出将时间凝练在60多分钟内，多种
艺术形式的节目接连上演，为观众们呈
现出一场艺术盛宴。“乐都是海东的核
心区之一，也是一座活力之城，能够在
这里听到这么高雅的艺术，我们深感荣
幸。”前来听交响乐的市民汪有青说。

波澜壮阔的音乐之声，灯火璀璨的
活动夜色，艺术与自然的交融，化作了
一场绝美的视听盛宴。台上，艺术家全
身心投入，激情演绎；台下，观众安静聆
听，享受着高雅音乐的洗礼，与音乐进
行心灵的碰撞与互动。

“大气，高雅，华美。”当晚，现场观
众如此盛赞文艺晚会。据文化交流活

动文艺演出团队介绍，这次交响音乐会
在舞台设计上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河湟
文化元素，巧妙衬托出“河湟”两个字，
同时以标志性符号体现兰州海东两地
协同的理念。

兰州海东，山水相连、文脉相通。
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共进。

舞台上，艺术工作者闪亮登台，倾
情演绎着精彩节目。舞台下，投身海东
建设的各级群众团体代表以及各行各
业的劳模代表、志愿者代表、医护代表、
群众代表以整齐的方阵形式汇聚现场，
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

新时代人民需要文艺，新时代文艺
更需要人民。艺术节期间，海东各地的
文艺工作者汇聚在一起共赴艺术之约，
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让全市人民
真切感受到文艺盛会的魅力。

交响音乐会奉上视听盛宴

□本报记者 张璐 实习记者 韩世伟
摄影报道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是卯寨
实现翻天覆地变化的真实写照。和其
他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村庄一样，海东市
乐都区高庙镇新庄村在乡村旅游、基础
设施、区位环境均不理想的先期条件
下，靠党组织的引领和村民的勤劳奋
斗，从一无所有，到脱胎换骨的嬗变，成
为远近闻名的田园综合体、乡村振兴战
略示范村、党建引领发展致富教育基
地，走出了一条乡村旅游的康庄大道。

昔日的穷山沟，为何能发生如此大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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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寨
景区，景区内不仅有供游客观赏的人工
湖、喷泉、水车，还有游客吃饭休息的亭
台楼阁。两边的山坡上，植满了松树、
沙柳、红杉等植物，一派盎然生机。

放眼西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十个大字披挂在半山腰上，在丘陵环抱的
山坳里，四周的黄土山包已经被绿化得郁
郁葱葱。沙柳、柠条、山杏、榆树、杨树、云
杉等树种长势良好，一座座很有河湟村落
的特色庄廓院落，鳞次栉比，漂亮气派，真
正实现了让荒山“披绿”的美好愿景。

走进卯寨景区大门，只见一座书写
着“中国书法之乡——乐都”的石碑高
高地屹立在道路左侧。再往前，长达
100米的碑林长廊，展示着书法之乡的
魅力。长廊共收集了84块复刻碑，主要
讲述了文字的起源发展以及演变过程。

“这长廊上面精心选刻的作品以东
汉时期的《三老赵掾碑》最负盛名。”卯寨
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宏伟介
绍，该碑镌刻流畅，字体娟美，其碑字较
小，书法流美劲健，用笔有方有圆，以圆
为主，在文史界和书法界很受重视，由
此，常引来不少文人墨客来此驻足。

在卯寨景区里，文化是景区的根
基，是魂魄。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书

法长廊”，独特的“陇右文化墙”更值得
一提。乐都的由来、唐代全图、陇右道
图、鄯州图、李靖统军出征图、文成公主
进藏途径乐都图和陇右富庶图等壁画
映入眼帘，瞬间吸引了在场的记者。

“走廊巧妙地利用山体崖壁，用绘
画、浮雕的形式再现了河湟美景，为景
区增加了别样的艺术气息和历史底
蕴。”李宏伟边走边介绍，记者们也因眼
前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而出了神。

据了解，唐太宗时期划分了十个
道，其中陇右道以鄯州为中心，乐都则
是鄯州都督府所在地，因此，乐都在很
长时间都是陇右文化的核心区。“发展
卯寨景区对发掘和钩沉陇右文化有着
义不容辞的责任。考证陇右文化，对提
升青海人的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意
义。”李宏伟说。

欣赏完陇右文化，漫步经过民宿小
吃一条街，传统的民居大院与院外的秀
丽美景营造出极致的视觉舒适感。而
原来的卯寨，只是一个逼仄的山沟，因
地处古代官道驿站而得名“卯寨”。

“卯寨原来最穷，土地资源少，靠两
个8公顷老砖厂维持生计。如今将砖厂
的土地收回，用作建设用地，开始集体
经营民宿，我们景区总负责人李连和通
过在扎门村修建涝池水坝以及承包荒
山的做法，植树造绿，开始发展乡村旅
游。”李宏伟告诉记者。

近年来，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卯寨景区通过“政府搭台，能人唱戏”，依
托卯寨沟乡土民俗，挖掘陇右文化，逐渐
将卯寨打造成集民俗文化游览、蔬菜采
摘、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乡村旅游胜地。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满足景区后
续经营人才需求，卯寨景区还举办烹饪、
餐饮服务、花卉栽培等面向景区农户的培
训班，共培训380余人次。目前，围绕民
宿一条街建设，动员农户自主创业开店
70家，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
年的 8500元增加到 2019年底的 1.49万

元，实现了三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7户
71人稳定脱贫，辐射带动周边村贫困户
脱贫44户130人。如今，卯寨景区吸纳周
边群众长期务工人员180余名，其中建档
立卡脱贫劳动力35名，月收入3000余元，
并在荒山绿化、景区建设、临时用工等季
节性务工时向困难劳动力倾斜。

路过小吃街，红润鲜亮的樱桃吸引
了在场的记者们。“一斤20元，一天能卖
20斤左右，我刚又回家摘了些出来卖。”
李英梅喜笑颜开。据李宏伟介绍，设置
小吃一条街，不仅解决了村民农产品销
售问题，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跟着讲解员的引导，记者们来到了
红色教育基地，这里以乡村振兴大讲堂
和党史教育馆为主，设立了党员干部培
训基地。其中二楼为党史教育馆，内设
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乐都党史、乐都文化、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卯寨发展等板块，以图
片、实物、文字相结合的形式，直观生动
地展现了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记
录了乐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人民生
活质量飞速提升、脱贫攻坚取得成果及
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让游客能直观感
受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史。

“除了乡村旅游，农业种植养殖之
外，党史教育培训也是重要的一块，平时
会有党员们来这儿学习。”李宏伟介绍说。

记者们感受着炽热的红色文化，纷
纷拿起手机、相机记录卯寨景区从“穷
沟沟”到“金窝窝”的“蝶变”。

从荒山到绿坡，从鲜有人知的大山
村落，到如今卯寨被更多人所熟知，这
个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村”，继续踏行
在乡村振兴的大浪潮头。

穷山沟变身“绿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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