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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卫正芳
高耸的八宝山，见证拉面之乡的沧

桑巨变；
奔腾的黄河水，涌动各族儿女的澎

湃激越。
70年，雄伟山河依旧回荡，山水化

隆换了面貌！
在最美的 8月，海东市化隆回族自

治县迎来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从
1954 年建县到 2024 年，化隆县各族儿
女在 70 年的风雨征途中，谱写出一曲
曲各族群众携手奋进的盛世欢歌。

8月 26日，上万名化隆县各族各界
干部群众身着节日盛装，欢聚在化隆群
科新区广场，共庆70周年华诞。

彩旗招展，歌声悠扬，节日的化隆
一派喜庆祥和。

“热烈庆祝化隆县成立70周年！”
“谱写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美丽

新化隆壮丽篇章！”
“奋进七十载 启航新征程！”
……
广场两侧，一幅幅巨型标语道出化

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
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来自化隆县

第二小学四年级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早早就来到广场上，他们为家乡70
周岁生日准备了舞蹈《童心鼓韵》，用动
感的旋律和热情的舞姿展现他们对家
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排练的这些天正是天气最热的时
候，孩子们从来没抱怨过一句，都觉得
能站上县庆舞台为家乡带来演出是一
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带队的周老师告
诉记者。

上午 8时整，庆祝大会主题与文化
展示活动正式开始。来自化隆县各行
各业的代表方队依次入场，展现出化隆
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的精神
面貌。

“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登台表
演，我的内心无比兴奋。”情景杂技节目

《勇闯天下化隆人》表演者李得福激动
地说，整个节目从开始排练到最终的表
演历经了一个多月，虽然辛苦，但能够
和大家共同庆祝这一盛会，他感到十分
骄傲。

7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
下，化隆县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开拓创
新，谱写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
盛、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卫生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新
华章。

“祝化隆回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
昌盛！”

“祝化隆回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
安康！”

“衷心祝愿化隆明天更加美好！”
来自中央、省、市、县各级党政军代

表团的贺电，让全场人员欢欣鼓舞、倍
感振奋。

10时许，大型群众文艺演出璀璨启
幕，《鼓舞盛世》《火红年代》《梦想启航》

《同心共筑中国梦》……四个篇章以多
种表演方式记述了化隆县 70年筚路蓝
缕、70年风雨兼程。欢快的舞蹈、优美
的诗歌，无一不向伟大的祖国致敬，为
新时代的化隆讴歌。

一碗面拉进新时代，黄河水唱出幸
福曲。274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每一寸
土地都升腾起喜悦。

从 1985 年地区生产总值 5534 万
元，到2023年的60.87亿元；从二牛抬杠
的单一经济结构向二元、三元结构逐步
转化；从过去封闭落后、交通闭塞的穷
乡僻壤变成如今路网发达、交通便捷、
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人民生活从基本
温饱到全面小康……短短 70 年，一个

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富有现代化气息的
新化隆在巴戎大地拔地而起。

生产总值跨越百倍，年均增长绘就
繁荣曲线；固定资产投资跃升，年均增
速映照奋进足迹。财政收入持续攀升，
消费品市场繁荣兴旺，人民生活日益丰
盈。岁月悠悠，化隆在变迁中成长，在
挑战中崛起。这不仅是一个地区的经
济飞跃，更是化隆人民智慧与汗水的结
晶，书写了属于山水化隆的辉煌篇章。

掌声、欢呼声，一次次响彻广场上
空，在场的干部群众心潮澎湃。

“如今我们的村里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生活富裕，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乡村振兴号角全面吹响，可以说我们见
证了化隆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的变革。
能够参加这次庆祝大会，倍感振奋！祝
愿化隆的未来更加繁荣美好，我们的老
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化隆县昂思多
镇沙吾昂村党支部书记苏索力么乃说。

70年弹指一挥间，再奋进风光更无
限；70年旧貌换新颜，再迈步未来在眼
前。

绿水青山、幸福家园，日新月异的
新化隆阔步走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
康庄大道上，各项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让幸福和欢笑写在了每一个化隆人脸
上。

以成立 70 周年为新起点，化隆县
将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状态策马扬鞭，在
建设现代化新青海和“五个新海东”中
凝聚力量，奋力开创新时代化隆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未来，这份信念和精神将继续激励
着化隆各族各界儿女，向着更加辉煌的
明天迈进，共同绘就化隆更加灿烂多彩
的新篇章。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
向繁荣富强……”随着《歌唱祖国》的歌
声响起，庆祝大会缓缓落下帷幕。

这歌声，穿越山巅，回响在河湟
大地，飞进全县 31万各族群众的心坎
里。

70年峥嵘岁月，化隆在新的征程上
高唱凯歌、奋勇前行！

同心筑梦七十载 山河共赴新征程
——化隆回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侧记

图为化隆回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张峰 摄

□本报记者 赵新秋
和面、揉面、打面、醒面、揪面剂

子、反复拉扯抻拽……一碗面香四溢
的青海拉面，唤醒了初秋的化隆。8
月26日，走进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
中心广场，“千人共享幸福面”的活动
现场人山人海，来往游客络绎不绝。

青绿的香菜和葱花铺在热气腾
腾的拉面上，一筷子下去嚼劲十足，
香气四溢，吃上一口，口感爽滑筋道，
令人赞不绝口。

“赶在化隆县庆前一晚赶回家为
家乡庆生，这口面就是我心心念念的
味道。”在上海工作的韩良在县庆之
际赶回家，一口拉面让思乡心切的他
得到了慰藉。

对所有化隆人来说，这碗拉面，
意义非凡。对所有在外的化隆人来
说，看到青海拉面店的那一刻，就如
同回到了家。目前，共有 11.31 万名
化隆籍拉面人在全国337个大中城市
开办拉面店 1.8 万家，实现年总产值
近 135 亿元，被国家 9 部委确定为结
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
员返乡创业全国 90 个试点县之一。
在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现场吃到的
拉面，饱含着化隆县各族群众对拉面
的特殊感情，也满载着“拉面之乡”的
大产业再次出发新征程的希望。

化隆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
局局长赵政告诉记者，此次“千人共
享幸福面”活动共召集了 20 个品牌
店，组织60余名面匠，10个服务员，抽
调28名干部，在化隆县巴燕镇和群科
新区免费为群众提供牛肉拉面 27000
余碗。

小小的一碗拉面，拉动着群众脱
贫致富奔小康，也拉近着邻里心和民

族情。
这碗拉面是一碗就业面和生态

面，它让化隆大山沟的十几万人融入
到一条拉面产业链上，通过这碗面走
出大山、脱贫致富。也是这一碗拉面，
把化隆不同民族的上万个家庭连在一
起，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加深
了与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感情。

拉面工匠韩玉龙如今已是黄河
绿洲生态园拉面部的经理，他从事拉
面行业已有20余年，来到化隆县成立
70周年庆祝大会的现场，回忆起他的
拉面创业史，韩玉龙不禁感慨万千。
他曾在青洽会上把一团面拉出 1024
根，全国至今无人能超越。他首创将
拉面穿出针眼，并且一次性能穿 46
根。这些成就，都让化隆的拉面人被
更多人熟知，这里的拉面产业也因此
被给予更多关注。

“作为一名拉面工匠，拉面产业
要发挥劳模精神，更要将民族团结牢
记于心，拉好这一碗‘幸福面’。”韩玉
龙坦言。

这些年来，化隆拉面人积极融入
全国各地，和各地群众建立了良好的
关系，交知心朋友、做和睦邻居、结美
满姻缘的事例数不胜数。在这一交
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各地群众有机
会了解海东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
加深了海东人民与各地人民的感情。

如今，化隆县有青海“拉面之乡”
的美誉，化隆拉面技艺是青海省第五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面经济”
成为化隆的支柱产业，也是脱贫的重
要动力。经过30年培育和发展，化隆
拉面创出了“群众首创、政府扶持、市
场发展、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新路
子。

□本报记者 陶成录
八月的化隆，绿意盎然，万物

繁茂。
走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

科新区的街头，干净整洁的道路、
飘扬的彩旗、醒目的标语，处处洋
溢着喜庆的氛围。

8月26日，化隆县各族儿女怀着
无比喜悦的心情欢聚一堂，共同庆
祝化隆县成立 70 周年，用热气腾
腾、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为家乡献
礼。

一大早，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的
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满怀期
待地前往中心广场参加化隆县成立
70周年庆祝大会。

“我们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专门
来见证化隆县成立 70周年的盛会。”
说话的马富贵开车专程带着父母和
孩子从雄先藏族乡来到现场参加庆
祝大会。

望 着 广 场 上 巨 大 的 “1954”
“2024”字样，赶来参加大会的马军
激动万分：“历经70个风雨春秋，在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好，进入了红红火火的发展
阶段。”

“在党的强农富农政策支持下，
我们搬出大山、集中定居，卫生
室、阅览室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大家跳起了舞，唱起了歌，节节有
演出，月月有活动，天天有娱乐，
过上了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当听到
化隆县 70 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时，
塔加藏族乡拉卡村村民当智热泪盈
眶。过去的这些年，他跟随着家乡
化隆的发展脚步，生活越来越好。

随着庆祝大会文艺演出拉开序
幕，现场的氛围也迎来了高潮。一

个多小时的文艺演出中，演员们用
悠扬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为观众们
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也让更多的
人对化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何凡是中央音乐学院驻化隆县
的新时代文艺宣讲师，县庆活动
中，他为化隆的父老乡亲倾情献
唱。“今天演唱的《山水化隆》是由
化隆县的老师和我们中央音乐学院
的老师为了化隆 70 周年共同创作的
歌曲，我很荣幸可以作为首唱将这
首歌带给观众朋友们。”何凡说，通
过县庆活动，他更加热爱化隆了，
他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大
美青海山水化隆打卡，感受这里山
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和淳朴善良的民
风民情。

“今天，站在舞台中央，用我
们的舞姿为县庆添彩，我感到无比
荣幸。每一个动作都承载着我们对
家乡的热爱和祝福，希望能用这份
热情感染每一个人，为县庆添彩。
祝福化隆的明天繁荣富强、祝福人
民幸福安康。”演员马瑞轩激动地
说。

舞台上流光溢彩的背后少不了
默默付出的志愿者们。“能参与县庆
的志愿服务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
豪。这几天虽然辛苦，但看到县庆
活动顺利开展，看到大家脸上的笑
容，一切付出都值了。我们用热情
和耐心为来宾提供服务，传递化隆
的友好与温暖。”志愿者童守银表
示，参加县庆活动是自我成长的宝
贵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责任
与奉献，也让他更加热爱化隆。

70 年风雨兼程， 70 年砥砺前
行。化隆县正以崭新的姿态，向着
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

本报讯（记者 卫正芳）在8月26日
举行的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上，记者注意到，在现场，

“绿色”既是重点，又是亮点。
当天，化隆群科新区广场没有横

幅、没有鲜花、没有彩带，取而代之的是
道旗和空飘，既营造了欢乐喜庆的氛
围，又可以循环多次、反复利用。参会
嘉宾大多使用主办方提供的绿色环保
帆布袋，帆布袋在设计时已最大限度在
保证其功能性的基础上增强再利用性。

“今天下午我们去参观了化隆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看到了青绣、

唐卡、皮雕、木雕、面塑、剪纸、金银器等
15类化隆特色非遗项目，真是令我大开
眼界，感受到了化隆县丰富的文化魅
力。”来自西海都市报的记者在参观完
展馆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据化隆县 70周年县庆筹备委员会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陈习福介绍，化隆县
非遗体验基地是此次县庆的重点展馆
之一。“为充分展示化隆经济社会发展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全县各族人民顽
强拼搏、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今年以
来，化隆县共筹备搭建 70 周年主题成
就展馆、锡山-化隆党建联盟共建基地、

化隆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基地和化隆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
地等多个场馆。”陈习福说，这些场馆在
县庆活动结束之后将转化为化隆县红
色教育和文化艺术中心，让展厅场馆与
完善城市功能、承载产业布局、创造消
费场景有机结合。作为永久建筑，在实
现功能的可持续性的同时，提升场馆有
效利用率。

据了解，化隆县在筹备此次县庆活
动时，秉持“隆重、热烈、节俭、务实”的
原则，主张既把活动办得隆重热烈，又
严控庆典规模、防止铺张浪费。通过建

立起高效指挥体系和统筹机制，最大限
度动员、调度全县各部门、各乡镇资源，
做好对接和保障。一方面压缩上会服
务保障人员规模，最大化减少在车辆调
度、现场参观等方面的人员投入；另一
方面在保障服务质量的同时，不因节俭
而降低服务水准，反而更加注重精细
化、全流程、全要素保障。

不论是参展、搭建、餐饮，还是各大
场馆的展品、展台，抑或是在会场活动、
与会嘉宾讨论主题中，“绿色、环保、可
持续”随处可见，庆祝大会现场刮起“绿
色低碳风”。

用美好生活为家乡献礼

一碗面“拉”出百亿大产业

化隆县庆刮起“绿色低碳风”

图为化隆回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张峰 摄

□本报记者 卫正芳
8月 26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

成立 70周年庆祝大会在化隆县群科新
区举行。各地宾朋齐聚这片美丽的土
地，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对教
师周海兰而言，兴奋之余则是别样的忙
碌。

当天一早，周海兰就带着 100名参
加演出的学生来到群科新区广场。她
这天的任务是带队参加 70周年县庆的
演出。

帮孩子们化妆、换服装，演出前彩
排、熟悉队形、熟悉动作……一直到上
午十点半，伴随着节目《童心鼓韵》的最
后一个鼓点落下，孩子们排着队跑下
台，周海兰这段时间一直紧绷的神经才
算放松了一些。

周海兰是化隆县第二小学的音乐
舞蹈教师。自县庆活动开始筹备以来，
她和她的100名学生就被选中参加庆祝

大会的文艺节目演出。一个多月的时
间里，她不仅要为演出设计编排舞蹈动
作，还要负责带领孩子们排练。

因为人多，舞蹈排练地点只能选择
在学校的操场里，而七八月份，正是化
隆最热的时候，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

“为了这场演出，我们不得不在孩
子们的暑假时间里集训 1个多月，所有
人每天都会来学校参加排练，基本上一
天排练2到3个小时，大家都非常辛苦，
但从来不叫苦，参加排练的积极性和热
情度十分高涨。”周海兰说，学生和自己
的想法一样，都想为家乡的盛会出份
力，这令她感到欣慰，也无比自豪。

活动当天，现场气氛热烈、欢乐、喜
庆，盛会精彩、有序的背后，离不开和周
海兰一样的人的保障和支撑。他们始
终坚守在一线岗位，以最好的精神面貌
迎接盛会，也为新的征程时刻准备着。

在庆祝大会活动中，随处可见身着

统一服装的志愿者，他们用饱满的精神
状态积极投身开幕式服务保障等各项
工作，在每一个需要服务的角落里，都
有他们青春活力的身影。

针对庆祝大会来宾多、层次高、规
模大等特点，化隆县公安局超前谋划、
精心部署、全警参战，全力做好各项安
保工作。公安局交警大队紧紧围绕“防
事故、保安全、保畅通”的工作目标，发
扬连续作战、不怕辛劳的工作作风，全
力以赴做好县庆期间各项交通保卫工
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庆祝大会期间，化隆迎来一阵降
雨，这给现场的直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挑战，工作人员身披雨衣，做好设备防
水，时刻关注各路镜头切换情况，确保
直播活动安全播出万无一失；

为保证县庆期间安全、稳定、优质
的电力供应，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化隆
县供电公司把县庆期间的保电工作作

为重中之重，细化保电方案、明确责任，
加大对输、变、配电设备的安全检查力
度，同时进行拉网式巡视和消缺处理，
提高设备完好率；

为进一步规范县庆活动期间的市
场经营秩序，推动旅游经济繁荣发展，
确保县庆活动期间市场秩序井然、消费
环境安全无忧，化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力以赴，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全
面加强市场安全监管工作，为县庆打造
一个安全可靠的食品消费环境……

清洁每一处公共设施、保障每一个
路口畅通无阻、确保每一台节目精彩呈
现……在这场家门口的盛会期间，每个
化隆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争做“最美的
风景”。“我想为家乡的盛会出份力。”这
是采访中所有人不约而同说出的一句
话，他们说，送给家乡 70岁生日最好的
礼物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化隆的发
展，尽好一份力。

“我想为家乡的盛会出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