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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汤红红 宗布尔）

6月 1日，郭勒木德镇阿拉尔牧场上，

牧歌悠扬、风情醉人。雪白的羊群

像珍珠般散落在碧绿的草原上，好

似一幅美丽的草原风景画。当天，

阿拉尔村村集体经济——阿拉尔牧

场草原文化度假村开业。

在开业仪式上，独具民族特色的

全羊席祝词、长调，蒙古族舞蹈和歌

曲等节目精彩上演。宾客们尽情体

验来自草原的热情，感受草原的辽

阔，享受阿拉尔草原的欢乐之旅。

据悉，阿拉尔牧场草原文化度

假村总投资 1000 余万元，位于郭勒

木德镇阿拉尔村夏季草场，占地面积

300 亩，建设内容涵盖木栈道、观景

台、蒙古包等，是集休闲度假、民族饮

食与民俗体验为一体的乡村特色旅

游产业。

阿拉尔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爱

德木说：“为进一步拓展群众增收渠

道，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村‘两

委’的配合下、在群众积极参与下，阿

拉尔牧场草原文化度假村顺利开业

了。我们将规范优化运行模式、加强

监督管理、强化效益分红成果，让老

百姓腰包越来越鼓，各项惠民政策在

阿拉尔村落实落地。”

阿拉尔村积极探索“支部＋产

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在党

支部的带领下，深入挖掘本地民俗

文化，开发特色旅游资源，通过生态

赋能、牧旅融合，着力打造以民俗文

化旅游为主的休闲旅游目的地、草

原文化旅游精品。阿拉尔牧场草原

文化度假村将通过搭建创业就业服

务、特色产品展示、休闲文化娱乐等

平台，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吸纳

乡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业，实现农牧

民持续增收，提高牧民群众自主创业

能力，真正做到“做活特色产业带富

一方百姓”，引导和带领村民走上富

裕之路，推动乡村振兴开花结果。

近年来，郭勒木德镇始终围绕

乡村振兴战略，以党建促进特色产

业发展，立足农牧区资源禀赋，瞄准

特色产业和资源盘活等发展模式，

着力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助推全镇集体经济增效、农牧民增

收，各村实体经济多点开花，新兴产

业竞相迸发。

严仕吉、张菊、陈俊屹、吴龙等

市领导出席活动。

阿拉尔牧场草原文化度假村开业

本报讯（记 者 李 莎 莎 黄 宝

玉）6月 1日，2024年格尔木市全民

健身大会“奔跑吧·少年”第四届轮

滑比赛暨青海省轮滑联赛（格尔木

站）开赛。

本次比赛旨在贯彻落实“健

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

技能”学校体育教学模式，让每位

学生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加

强学校体育工作，积极响应体教

融合教育体制，推动我市青少年

校园轮滑运动广泛、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

比赛共设短道速滑、自由式轮

滑、轮滑冰球等 3 个项目。来自中

山路小学、实验小学、江源路小学、

六一幼儿园、轮滑爱好者共 9 支代

表队的 220名轮滑运动员参赛。

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奋力拼

搏、全情投入，他们身着鲜艳的“战

袍”，脚踩“风火轮”，风驰电掣，你

追我赶，各显身手。轮滑运动是一

项融健身、竞技、艺术、娱乐性于一

体的时尚运动。我市轮滑运动开

展时间早，参与学生多，是青少年

运动中的明星项目。

近年来，我市不断丰富学生课

外体育活动项目，增进各学校之间

的友谊，活跃学校气氛，增强学生体

质，培养青少年积极向上的进取精

神，同时搭建了互相交流、学习的平

台，取得了显著成效。

青海省轮滑联赛（格尔木站）开赛

比赛现场。 记者 李莎莎 摄

本报讯（记者 汪芳 杨

晓波）近日，由中国电力摄

影家协会主办的 2024中国电

力摄影创作研讨会暨百名电

力摄影家走进“山宗水源、能

源富地”格尔木摄影创作活

动正式开始。活动旨在进一

步展示我国电力事业发展的

辉煌成果，特别是电力行业

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上的

重要成就。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

秘书长、中国电力文学艺术

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力摄影

家协会主席沈维春，中国电

力文学艺术协会秘书长孙兴

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

龙出席。

吴龙指出，格尔木是一

座区位独特、风光壮丽、生态

和美、文化厚重、产业多元、

充满活力的新兴城市，摄影资源得天独

厚，被中国摄影报评为中国最美摄影旅

游目的地，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无穷的

创造源泉，成为摄影家们放飞心灵的栖

息地。近年来，格尔木依托丰富的太阳

能和风能资源，聚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引进培育了多家新能源头部企

业，希望摄影师们能够通过镜头把格尔

木壮丽的自然风光、和谐的生态环境、

厚重的人文风貌、高质量的发展成果推

向全国、推向世界，助力格尔木更好树

立城市文化形象，强力赋能现代化城市

建设，为格尔木书写清洁能源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沈维春表示，格尔木被誉为“山宗

水源、能源富地”，此次来格尔木采风，中

国电力摄影家协会有责任带领电力摄影

家承担起记录新时代电力发展辉煌成就

的重任，共同为宣传中国电力发展成就

和展示格尔木形象作出应有贡献。

活动中，市文旅局作了推介，并邀

请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中国摄影家

协会理事鲍永清讲授自然生态摄影知

识。来自全国各地电力企业代表 140余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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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内外兼修”保护非遗
青海日报格尔木讯（记者 马振

东）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把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发展作为巩固民族团

结、推动文化发展繁荣重要内容，通

过修“内功”、练“外功”，摸清家底，创

新融合，在保护与传承中让非遗文化

向“新”而生。截至 2024 年 5 月，格尔

木市共有 45 项非遗保护项目列入各

级名录，列入省、州、市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149人。

鉴于非遗项目分布区域广、传承

人少、相关资料不健全的实际情况，

格尔木市积极深入民间开展大规模普

查工作，并采取数字化与网络化等保

护方式，利用音像等多媒体手段记录

和线上媒介的资源共享。目前，全市

共有非遗档案 194 份，文字共计 30 余

万字，摄像 1300 余分钟，拍摄照片

1900余张。

加大保护力度，根据中央财政专

项资金，加强非遗传承保护中心场馆

提升改造，着力打造非遗传习所、非

遗展示厅提档升级。鼓励民间艺人开

办个人作品展，先后举办海西州蒙古

族牛羊皮绳编织技艺培训班 2 期、格

尔木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蒙古族

服饰制作技艺全州培训班 1期。

大力开展非遗文化“走出去”活

动，积极组织民族民间工艺品、剪纸艺

术、藏族编织、玛尼石雕刻、蒙古族木

雕、服饰等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

非遗代表队，参加各项非遗展示及比

赛活动。主动赴深圳、广州、厦门等

地参与展销活动，参与全国性乃至世

界性非遗博览会等活动，充分展示格

尔木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和特色文化

产品。同时，认真探索互联网融合非

遗发展路径，开发别具特色的旅游和

服务项目，吸引民众关注参与，进一步

优化对外城市形象。

（上接一版）招商引资工作，做好

项目谋划储备。要协调解决影响

企业稳定生产的要素、环保等困

难问题，稳定和助推重点项目早

日建成投产、释放产能。要进一

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扩大

消费需求，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要全面做好汛期各项

工作，完善极端天气和重大风险

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力量

统筹和物资储备。

会议听取了全市党纪学习教

育汇报。强调，要把学习《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抓在经常、融

入日常，做到逐章逐条学、反复深

入学、组织推动学。要强化警示教

育，加强教育培训，全过程督促指

导，促进纪法衔接，真正以严明纪

律推动担当作为。

会议还听取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