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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霞 张语嫣 摄影报道
9月13日，“强信心 促发展 全国

主流媒体海东行”大型采访活动采访
团来到了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马铃
薯脱毒种薯繁育基地。走进微型薯雾
培法繁育基地，记者看到温室的苗床
上一排排薯苗绿意盎然，工作人员正
在采收种薯。

一手揪下马铃薯的茎叶，一手将
根部的马铃薯种摘下扔进盆里。一套
动作在村民赵元存的手里一气呵成。
今年 45 岁的赵元存是互助县威远镇
卓扎滩村的村民，最近自家的农活干
完了，孩子也开学了，赵元存就到基地
打工。“工资按日结算，一天100元，工
作时间比较自由，我将自己的0.667公
顷土地也流转给基地，一年有 1 万元
的土地流转收入。”赵元存说。

赵元存务工的种薯基地建立在互
助县半浅半脑及脑山地区，海拔高，气
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土壤疏松肥沃，
农作物病虫害少，自然隔离条件好，交
通便利，是生产马铃薯优质脱毒种薯
的良好区域。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主任王贵全表示，该基地所生产的
种薯具有纯度高、无污染、种性退化
慢、丰产性好、增产潜力大等特点，深
受广大农户的喜爱。

2023年，基地依托项目资金新建
575平方米的钢架日光温室及微型薯

雾培繁育系统，引进马铃薯微型薯（原
原种）雾培法生产技术。据悉，该生产
技术就是将一定配比的营养液，适时
适量喷于马铃薯根基，使马铃薯植株
得到充足的水分和养分，从而促进马
铃薯微型薯高密度生长。“原来，马铃
薯植株的营养不是来自脚下的基质
土，而是头顶喷淋的营养液。”江苏省

无锡广电集团记者丁品洁惊叹道。
“一般两个人就可以管理，全自动控

制系统不用操心费力，而且结薯率高，
可以边成熟边采摘。”王贵全说，多年
前，互助县马铃薯的平均亩产连 2000
公斤都达不到，如今互助县马铃薯的平
均亩产已达到2500公斤左右，产量的提
高离不开微型薯雾培技术的应用推广。

为了让马铃薯有个好收成，互助县
一代又一代科研育种工作者花了不少
心思。从20世纪80年代起，互助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
就把育种工作作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引擎。1978年，由该中心选育
出的“下寨 65”马铃薯品种，依然得到
当地老百姓的高度评价。（下转02版）

土乡大地“薯光”无限
——“强信心 促发展 全国主流媒体海东行”系列报道之八

本报讯（记者 朵玉雪）今年以来，
江苏省无锡市与海东市两地持续加大
东西部协作力度，聚焦产业发展、劳务
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
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对口帮
扶海东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今年，青海省财政厅下达海东市东
西部协作资金 2.76 亿元，共实施项目
118个，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工项目 116
个，项目开工率达 98.31%。另外，东部
招引企业已完成 4个，到位资金 1.37亿
元，项目完成率为 50%，资金到位率为
171%，计划将于 10 月完成全部企业招
引任务。

在劳务协作方面，两地积极协助
两市劳动就业部门从就业培训、政策
支持、职教合作、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
协作交流，高频次开展就业需求对接，
签订人力资源交流合作和校企合作框
架协议，鼓励引导海东农村劳动力有
序转移就业。自无锡·海东乡村振兴
创业孵化园开园以来，共招引企业 15
家，举办了 3 期跨境电商培训班，培训
人员 93人，截至 8月，通过东西部协作
机制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41
人。

为开启消费帮扶“新引擎”，海东市
持续推进销售、消费终端平台建设，助

力开设产品展销示范店、体验店、生活
馆、“直播带货”等线下线上平台，通过
推广“定向采购”“以购代捐”“工会福
利”等方式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截
至目前，共协调推动销售海东农畜牧产
品和特色手工艺品达4273万元。

无锡、海东两地不断探索创新社会
力量参与帮扶“全覆盖”。目前无锡市
16家医疗机构与海东市 13家医院建立
结对帮扶关系，41 所学校与海东 32 所
学校建立结对帮扶关系，36个乡镇（街
道）与海东 27个乡镇（街道）结对，26个
村与海东 24 个村结对，24 个企业结对
帮扶海东市 18 个村，10 个社会组织帮

扶海东市8个村。
此外，两市通过各医院、学校开展

学科建设、业务指导、示教培训等帮扶
工作，借助“组团式”引才、“人才+项目”
引进、专家人才对口交流、人才队伍能
力提升工程等项目，为海东培养了一支

“带不走”的本地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持续打造苏青协作示范村，围绕“1+3+
X”结对共建模式，广泛开展三结对交
流活动，截至目前，海东市平安区、化隆
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已完成
今年示范村实质性交流活动，乐都区、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
将于9月全部完成。

无锡海东东西部协作硕果累累

下达资金2.76亿元 实施项目118个

□本报记者 赵新秋 摄影报道
海东，这颗镶嵌在高原之上的明

珠，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
的目光。中秋时节，壮丽秋景与浓厚
的本地文化特色相融合，使这次假期
的“海东游”更添魅力。

“经常在手机上刷到海东的游玩
攻略，趁着中秋天气凉快，来互助县
体验一下。”从陕西省西安市来到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故土园景
区游玩的刘晓婷告诉记者。

每当有游客到达时，就会有十来
个土族阿姑手捧洁白的哈达前来欢
迎，紧接着会有一对土族小伙阿姑分
别托着盘子、捧着酒壶，奉上三小碗
醇香的美酒。

“这些阿吾阿姑都是我们的工作
人员，这种给客人献上‘拦门酒’的仪
式，是土族迎客的一种礼仪。”互助土
族故土园景区管委会游客服务中心
主任林建科介绍说。

互助县土族故土园景区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景区总面积 11.26 平
方公里，包括彩虹部落土族园、纳顿
庄园、西部土族民俗文化村、天佑德
中国青稞酒之源和小庄村5个核心景
点，是以“土族文化”为主题，集中展
示土族的历史、土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土族民俗文化体验为一体的综合
旅游景区。

九月是秋天最美的季节，漫步在
层林尽染的互助北龙山国家森林公
园，清新的绿、鲜艳的红、活力的黄，
各种色彩在重峦叠嶂之间铺就成一
幅浓墨重彩的画卷。

踱步在北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
扎隆沟溪畔，山间小径铺满了落叶，
每一步都像是踏在柔软的地毯上，发
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是大自然演奏的
独特乐章。沿溪漫步，潺潺溪流倒映
着斑斓的山色，波光粼粼，灵动而又
梦幻。

在还未褪去绿意的草地上，游客
们围坐在一起，当亲朋好友相聚一
堂，“浪山”的氛围便愈发浓厚。来自
西宁市的游客马欣蕊带着三两好友
来到扎隆沟野营，她说：“青海的夏天

比较短，趁着中秋假期来这里游玩。
带上露营设施，三五好友聚在这里吃
火锅、听音乐，还可以拍照打卡，十分
享受。”

游客们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畅
谈生活趣事，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嬉
戏，拍照打卡记录着这欢乐的时刻，
让中秋的“浪山”之旅充满了生机与
活力。

从互助县向南而下来到平安区，
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景区人
山人海，热闹非凡。这里保存了大量
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每一条街、
每个巷道、每个院落、每一面墙、每一
扇门窗、每一处土炕，都是河湟文化
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烙印。

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将
河湟民俗传统文化和河湟美食、茶
馆、演绎、非遗展示等与现代的休闲
体验方式相结合，无论春夏还是秋
冬，景区内基本都是游人如织、热闹
非凡。

沿着石板路漫步在街巷间，独
具河湟文化特色的传统建筑错落有
致，藏式仿古建筑群别具一格；纵横
小吃街中，种类丰富的特色美食香
气四溢，摊贩的叫卖声、吆喝声此起
彼伏，色香味俱全的小吃，让人垂涎
欲滴。

海东，这个拥有着悠久历史文化
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正以其独特
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索
发现——乐都区的卯寨景区、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七里花海、化隆回族自
治县阿河滩地质文化村、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清水乡等，无不成为假期旅游
的热门“打卡地”。

近年来，海东市紧紧抓住“一带
一路”、乡村振兴、兰西城市群建设等
发展机遇期，积极融入青海打造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战略之中，努力绘就
青藏高原山水田园、生态绿色、宜业
宜居、创新活力、城乡统筹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五个新海东”蓝图。海东
蕴含的地方风情和人文气息，让每一
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享受到一场
文化盛宴，让海东的秋天更显浪漫。

中秋佳节海东游魅力无限

本报讯（记者 张璐）记者从海东
市气象局了解到，9 月 17 日至 24 日，
我市多雨水天气。

海东市气象台预报员工程师告
诉记者，17日夜间至 18日白天：夜间
全市多云有阵雨，白天多云间晴，午
后有分散性阵雨；具体气温：乐都区
16℃～26℃、平安区 14℃～24℃、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17℃～26℃、互助
土族自治县 13℃～23℃、化隆回族自
治县巴燕镇 11℃～19℃、化隆县群科
镇 17℃～26℃、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7℃～25℃。
具体预报为，18 日夜间至 19 日

白天：全市小到中雨；19 日夜间至 20
日白天：全市大部中雨，化隆西部、循
化南部、民和南部部分乡镇有大雨。
全市最高气温将下降 4℃～6℃；20
日夜间至 21 日白天：全市晴间多云，
山区有分散性阵雨；21 日夜间至 22
日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雨；22
日夜间至 23 日白天：全市分散性小
雨转多云；23日夜间至 24日白天：全
市多云转晴。

本周我市将多雨水天气

本报讯（记者 张语嫣）9 月 17 日，
为期 3 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
2024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体验项目青
海体验项目海东轮值活动“圆月映长
空 团结一家亲”中秋节主题日活动在
北京市蒙藏学校旧址举行。

本次主题日活动由中共海东市委、
海东市人民政府主办，海东市委统战
部、市委宣传部、市民宗委、市文体旅游
广电局、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市农业农
村局、各县区等承办。活动以中华民族
传统节日中秋节为契机，通过举办具有
海东特色的中秋民俗文艺演出、文旅推
介、产品展示等活动，展示了海东 75年
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经济社会发

展和民族团结进步取得的巨大成就，多
层次展示了海东厚重的历史文化、特优
的产业发展和多彩的民族风情。

“彩陶故里·拉面之乡·青绣之源·醉
美海东”是海东市的四张金色名片。这里
是彩陶的故乡。乐都柳湾彩陶遗址反映
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空前繁荣的彩陶
艺术，前后延续1000多年，出土彩陶文物
近 6 万余件，占中国出土彩陶数量的
80%，被誉为“彩陶王国”。这里是拉面的
家乡。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喇家遗址出
土了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的“世界第
一碗面条”。现在，海东有超过18万“拉
面人”在国内外280座城市开办了2.7万
家拉面店，拉面产业已成为海东贫困群众

的脱贫面、致富面、团结面、幸福面。这里
是青绣的源泉。青海刺绣源出海东，这里
的土族盘绣、藏族堆绣、撒拉族刺绣、回绣
等民间工艺勃发生机、交相辉映，“青绣”
已成为展示海东民族团结进步的一扇精
美窗口。这里是醉美的热土。风光奇绝、
山川壮美；人文厚重、灿若星河。民族团
结之花盛开河湟，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迅
猛。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是中国青稞
酒的原产地，已有400余年的生产历史，
是全国最大的青稞加工生产基地。

“此次轮值活动，充分利用‘中华民
族共同体体验馆’这一重要载体和平
台，全面展示海东各族人民守望相助、
携手奋进、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

活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
实践，全面展现海东各民族和合共生的
悠久历史、互鉴共融的多元文化、团结
奋进的时代风貌，也是全方位展现海东
市民族团结、发展进步的一大宝贵平
台。此次体验活动，对于世人进一步认
识海东、了解海东进而建设海东，将发
挥重要作用，也必将进一步激励海东各
族儿女的拼搏意志和奋斗精神。”海东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昀说。

当天的活动以多样的形式重点展示
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特色产业发展、非
遗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喜人成就和巨大变
化，并开展了精彩的文化旅游推介和文
艺演出，与首都人民共度中秋佳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2024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体验项目青海体验项目

海东轮值活动中秋节主题日活动在北京举行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十二盘坡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十二盘坡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记者
尹思源）又到一年中秋。自古以来，在
中秋月圆之夜，赏月、吃月饼寄托着中
华民族对阖家团圆、幸福美满的美好
向往。如今，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祝
活动在全球各地上演，不同语言、肤色
的人们欢聚一堂，在音乐、诗文、美食
中共同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秋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天上月圆想到人
间团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浪漫情
怀。文化如水，源远流长。与中国一
样，亚洲多国也有庆祝中秋的传统。

韩国将中秋称作“秋夕”，在这天有吃
松饼的习俗；日本把中秋节称为“月见
节”，吃团子、赏月是当地的庆祝方式；
越南将中秋节和儿童节相融合，灯笼
和玩具在这天必不可少……就像月饼
口味各异，中秋在不同国家展现着多
姿多彩的文化魅力。但不论形式如何
变化，团圆、美好的寓意不曾改变。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
越多的人正在体验中秋习俗、感受中
华文化。今年中秋节前夕，巴基斯坦
商人布莱恩在天津参加文化交流活
动，第一次尝试亲手制作月饼；来自俄

罗斯的英语教师西玛在河北任丘写书
法、做月饼，学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在河北北戴河，76名留学生一起聆听
了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哈萨克斯
坦留学生乌尔博尔辛·奥潘诺瓦希望，
回到哈萨克斯坦后能向家人介绍中秋
节的故事。当这些外国友人回到本
国，中秋文化里祝福团圆的美好情感、
倡导四海共邀明月的宽广胸怀便随他
们一起传到世界各地。

放眼海外，中秋节早已和春节、端
午节一样，成为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
加速融合的“催化剂”。（下转06版）

月满祝团圆 四海共婵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