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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4日给
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
的留学生回信，鼓励他们为深化国家
间友谊与合作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到
中国留学后，通过课堂学习和实地走
访，提升了专业素养，深化了对中国
的审计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我为你们学有所
获感到高兴。

习近平指出，中国一直很重视发挥
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经过多
年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
制度，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希望你们
与中国同行加强交流、互学互鉴，通过
审计这个窗口了解中国、读懂中国，为

深化国家间友谊与合作积极贡献力量。
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

班于 2016年设立，已累计为 76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审计机关培养了
280余名专业人才。近日，该班37名留
学生给习近平写信，讲述在华学习深
造的体会，表示将永不忘记在中国的
经历，永远珍藏与中国的感情，努力做
增进中国与所在国家友谊的使者。

习近平给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
硕士国际班的留学生回信

□本报记者 李永兰 摄影报道
“一次海东行，一生青海情。”日

前，全国主流媒体海东行暨乡村振兴
看海东采访活动画上圆满句号。一周
时间里，30余位记者通过不同的角度，
用手中的笔和镜头深入海东市两区四
县，临走前，记者们纷纷在朋友圈留下
了眷念海东、为海东点赞的话。

赞海东乡村风光无限
“不得不说，在海东看到的黄河，完

全刷新了我对黄河的认知，原来黄河还
可以万顷碧波。”这是江苏广播电视台
记者许迪侃在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采访时发出的感慨。

“海东生态颜值就是高！”这是新
华社记者申安妮登上乐都朝阳山时的
感慨。

“昔日‘黑色硅铁走廊’变成了‘满
目桃花’。”这是中国新闻社青海分社
记者潘雨洁看到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万亩桃园时的感慨……

生态景观、乡村景观、自然景观……
在海东市，无论村落还是田野，移步异
景，“高颜值”的乡村风光，让采访团的
记者们赞叹不已。

在化隆县甘都镇阿河滩地质文化
村，清澈的黄河水和红彤彤的丹霞相
映成趣。在中国甘肃网记者赵满同看
来，阿河滩村处处都是美景。“阿河滩
村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赵
满同说，村内有约 800年历史、直径约
2.1米，高约 10米的古榆树，但树心空
洞，可实现“古榆树里品茶饭”。

在古榆山庄的地质文化长廊，阿
河滩村的地质地貌背景和黄河文明、
撒拉族历史和文化完美结合，醇香的
化隆拉面、精美丰富的撒拉宴也备受
游客喜爱。

“黄河流经清水湾时拐了一个
‘之’字形的大弯，形成了别致的景色，
清水湾北靠积石山、南临黄河水、地势
险要，这里气候温和、光照时间长，四
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河
道两岸群山连绵、沟壑纵横，黄河水时
而沉静如雪、时而咆哮如虎，与峡谷内
的丹霞地貌和野狐桥、双驼峰共同绘
成了一幅‘天下黄河循化美’的美丽画
卷。”循化县清水湾景区的奇绝之美，
让几位来自无锡市的记者为之陶醉。

“昔日山沟古寨，今朝旅游胜地。”
当采访团来到乐都区卯寨景区时，无
一不被这里的迷人风光所吸引。近年
来，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通过

“政府搭台，能人唱戏”，卯寨景区探索
出了一条以生态治理为基础，党建引
领为核心的致富之路，带领新庄村和
周边村庄实现了从“穷沟沟”到“金窝
窝”的蝶变。

“2018年，民和县实施湟水河流域

重点区域综合整治绿化工程，累计拆
除原民和镁厂废旧厂房 47万平方米，
湟水河沿岸项目绿化总面积达 98 公
顷。曾经的高烟囱、渣土坑，被乔灌木
搭配不同色块的花卉和草坪组成的开
阔绿意所取代。”当了解到民和县的华
丽转身过程后，中新社记者潘雨洁如
是说。

让潘雨洁为之着迷的还有互助土
族自治县东和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
文化景区，在油嘴湾农庄内，小径沿坡
而上，民宿小木屋依山而建，一座座错
落有致，从文创手工坊到聚会小酒吧
一应俱全。

脚下野花簇拥着低矮的竹篱笆，
客房内，当地村民习惯居家盘坐的土
炕被改良成中式风格的“榻榻米”，屋
外晾晒着野菜，这一切都让潘雨洁感
到新鲜。“海东各地乡村风光各不相
同，不仅好看，还耐看。”潘雨洁说。

赞海东特色产业兴旺
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

海东乡村振兴产业的蓬勃发展。
“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是撒拉族聚

集的少数民族村，也是青海省首个地
质文化村。当地利用黄河优势，借助
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地质文化打造了
乡村旅游项目，改善建设了集生态、旅
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人文遗迹和地
质景观，生动讲述着阿河滩村的‘前世
今生’。”中国甘肃网记者赵满同在新
闻稿件中写到。

位于循化县查汗都斯乡中庄村的
“黄河彩篮”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占

地133公顷，现有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
（棚）578 栋，智能连栋温室 2 万平方
米，配套水肥一体化的种植系统、工厂
化育苗系统以及保温、保鲜、防护等辅
助工程。

2022 年产业园产值达 2000 余万
元，吸纳200余人实现了就近就地稳岗
就业，年务工收入达500余万元。先后
获得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创建单位，全省设施农业新品种、新
技术、新装备试验示范推广的样板园，
海东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园等
殊荣。

近年来，循化县紧紧围绕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蔬菜样板”建设，
发挥“黄河彩篮”产业园效益，打造具
有河湟特色的农蔬产品基地，形成以
科技研发、示范推广和“互联网+”为一
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及“一个品牌，
两个中心（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培训孵化中心），四个功能区（示范
区、生产区、休闲区、物流区）”发展布
局，年产辣椒、番茄、西葫芦、循化线
椒、博洋9号甜瓜、麒麟西瓜、无花果等
果蔬约4500吨。

无论是倾听介绍，还是眼见为实，
“黄河彩蓝”产业的发展都令记者们感

到震惊。为此，《青海日报》记者陈俊
在新闻报道中深情写道：“此次在海东
采访，感受到海东各族儿女团结互助、
勇闯天下的精神风貌，见证了海东经
济社会蓬勃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城乡变
化。”

小小针线也能做成乡村振兴大产
业。《人民日报》记者将视角投向海东
青绣扶贫工坊，对化隆县甘都镇阿河
滩地质文化村“女儿绣”订单式产业项
目进行了报道，称村内通过“公司+农
户+集体”的形式，开设青绣扶贫工坊，
承接各种绣品订单，带动当地妇女将

“指尖技艺”变为“指尖经济”，既保护
传承了“女儿绣”，又增加了收入。当
地还积极开发“女儿绣”体验项目，让
来到村内旅游的游客也能体验独特的
撒拉族刺绣技艺。

海东的“拉面产业”同样备受采访
团记者们的关注。中国甘肃网记者赵
满同表示，民和县喇家遗址曾出土
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状遗物，被称为

“世界第一碗面条”；30多年前，一批化
隆面匠走出大山，以拉面犒劳味蕾，创
造百亿产值，“小拉面”成为乡村振兴

“大产业”。
（下转02版）

全国主流媒体记者为海东点了四个“赞”

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 摄影报
道）近日，由商务部和湖南省人民政
府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非洲
经贸博览会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在
湖南长沙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土族盘绣
在青海主题馆惊艳亮相。

此次展会，青海省 16 家品牌企
业的高原有机生态产品在“建设世
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
主题馆惊艳亮相。产品涵盖了特色
手工艺品、清洁能源、化工材料、特
色农牧业等商品，互助金盘绣土族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特色手工艺
品代表参加本次活动。

博览会上，设立了互助土族盘
绣专题展示展销区，遴选展示了精
美文创、工艺美术品、皮包等 5大类
240件展品，并设置了盘绣DIY体验
区，让观众亲身体验土族盘绣的制

作过程，吸引了众多来自非洲国家
及国内的参展商和观众，得到了大
家的好评。

此次土族盘绣作为中国的传统
手工艺品，通过展览和销售等形式
展示土族盘绣的魅力和文化内涵，
有助于推广和推动土族盘绣产业的
发展，拓展土族盘绣的市场和销售
渠道。同时，能让土族盘绣与非洲
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与互鉴，让土
族盘绣走国际化发展道路，使其在
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认可和市场
份额，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互助县将紧紧围绕打造“土族盘
绣”名片，创建土族文化传承示范区
目标任务，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带
动、社会参与、旅游促进、品牌引领、
宣传推动”的思路，注重设计研发，强
化人才培养，创新体制机制，加大盘
绣产业保护发展力度，全面提升土族
盘绣生产性保护基地规模和品质，持
续擦亮“青绣之源·盘绣之乡”品牌。

“土族盘绣”亮相
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韩
晓丹）7月4日，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
治县青海艾麦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在北京中国职工之家设立青海拉面
店，并成功举行拉面技能工匠工作室
揭牌活动，标志着全国首个青海拉面
技能工匠工作室正式成立。全国总
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徐留平，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马吉孝听取了工作室筹备建设和企
业发展情况，观摩了青海特色产品展
示，了解产品的宣传销售及物流配送
情况。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吴
有祯，中国职工之家党委书记王东昱
出席活动并共同为工作室揭牌剪彩。

揭牌仪式上，吴有祯首先代表
青海省总工会向长期以来给予大力
支持和关心帮助的中华全国总工
会、中国职工之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受到命名的艾麦尔青海拉面技能
工匠工作室表示热烈祝贺。他指
出，青海拉面起源久远、底蕴深厚，
为拉面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
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希望拉面企
业不负重托、乘势而上，充分发挥工
匠技能人才工作室示范带动作用，
带动更多的拉面职工岗位成才、增
收致富，培养造就一批技艺精湛、水
平高超的拉面人才队伍，推动“青海
拉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拉面行
业的广大职工要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学习新知
识、钻研新技能，努力成为学习型、
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人才，用千
千万万拉面人的成长挺起“青海拉

面”的新高度，撑起拉面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局面，在现代化新青海建
设的火热实践中建功立业，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的大
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海东市总工会
扎实推进新时期拉面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工作，积极组建拉面行业工
会组织，培育选树拉面行业先进典
型，关心关爱拉面行业务工人员，为
推动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主动
作为、贡献力量。先后举办了四届
青海省拉面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协办了广东青海、上海青海、海
南青海跨省市拉面行业职工职业技
能大赛，共组织840余名拉面行业从
业人员踊跃参与，其中 96 名参赛选
手被青海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组委
会授予青海省“技术状元”“优秀选
手”荣誉称号，6名优秀选手被青海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表彰为“青海
省技术能手”，通过技能大赛为拉面
行业从业人员提供学习交流、切磋技
艺、开阔视野的平台，有效提升他们
的技术等级和技能水平，切实增强他
们的社会认同感和职业自豪感。

今后，市总工会将协调多方力
量，进一步做好做优做强“青字号”
拉面技能竞赛品牌，扩大竞赛覆盖
面，提高竞赛影响力，积极探索拉面
从业人员职业技能认定，为培养造
就高素质拉面技术人才队伍、助推
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全国首个青海拉面
技能工匠工作室正式揭牌

本报讯（记者 李富生）7 月 5 日上
午，市委书记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赴化
隆回族自治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并讲
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
述，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二十字总要求，抓
党建引领、强基层基础，全力推进乡村振
兴的海东实践。

化隆县昂思多镇尔尕昂村是乌拉孜
别克·热苏力汗的乡村振兴联点村。来到
村里，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详细了解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对尔尕昂村发展产

业助推乡村振兴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脱
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群众生产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但乡村振兴
并非一蹴而就，要立足于解决百姓身边的
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帮助百姓发展产
业、增加收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在昂思多镇政府，乌拉孜别克·热苏
力汗为化隆县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
课。他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
大文章，必须正确认识、准确把握、深入
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增强对党的创新理
论能够指导新的实践、能够激发精神力

量、能够顺应时代要求、能够解决发展难
题的认识和认同，更好运用于实践、指导
实践、推动实践。

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指出，近年
来，海东以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全市
发展的底气更足了，城乡环境绿起来了，
人民口袋更鼓了，社会环境更安全了，乡
村建设朝着更高质量、更快速度方向前
进。要接续奋斗，以强化基层力量为保
障推动乡村振兴，全力打造组织坚强的
海东乡村；以稳固提升产业为重点推动
乡村振兴，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的海东乡
村；以保护建设生态为前提推动乡村振

兴，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的海东乡村；以精
神文明建设为重点推动乡村振兴，全力
打造乡风文明的海东乡村；以持续和谐
稳定为底线推动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治
理有效的海东乡村；以群众增收致富为
目标推动乡村振兴，全力打造生活富裕
的海东乡村。

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要求，要加强
作风建设，锤炼过硬本领，带着理想信念
干，带着责任担当干，带着问题导向干，
带着斗争精神干，切实在乡村振兴的大
舞台上建功立业。

副市长魏成玉参加。

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在调研乡村振兴并讲授专题党课时强调

抓党建引领 强基层基础
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海东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