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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改琴 通讯
员 马永德）为提高饲草供应能力和
草食畜牧产业生产水平，今年，省上
下达资金 366万元，积石山县列入衔
接资金1000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实施
粮改饲项目，打造10万亩优质饲草生
产基地，大力推广饲用玉米、燕麦、紫
花苜蓿等优质饲草种植，助推灾后农
业产业重构。

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优质饲草种
植9.45万亩。其中饲用玉米5万亩，紫
花苜蓿、红豆草等多年生优质牧草2.1万
亩，燕麦、高丹草、豆秧、草谷子等一年生
优质牧草2.35万亩，预计年底种植优质
饲草10万亩，年生产青黄贮饲料达20万
吨，为全县畜牧业发展提供保障。

积石山县 6.2级地震发生后，该
县畜牧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为快
速恢复畜牧业生产，对 5万亩饲用玉
米种植户免费提供地膜和种子；对生
产青贮饲料的企业和农户，按照全贮
100元/吨、黄贮 50元/吨的标准进行
补助。在居集宇鹏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建立饲草种植示范基地，引进示范
4个甜高粱、2个饲用藜麦、3个饲用玉
米品种，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
业研究所派科技人员开展种植技术、
田间管理及后期收贮加工等服务，助
力该县畜牧业发展。

积石山县打造10万亩优质饲草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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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在中国工
程院建院 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致以热烈祝贺，向
全院院士和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致以
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30年来，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程院团结凝聚

院士和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大力推动
工程科技发展，不断攻克科技难关，建
设大国工程，铸造国之重器，为推动我
国工程科技创新进步、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
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国工程
院在新的起点上，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作用，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工程科
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
国家高端智库职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3日上午，中国工程院在京举行“践
行工程科技使命 推进科技强国建设”
院士座谈会。 （转3版）

发 挥 国 家 战 略 科 技 力 量 作 用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工程院建院30周年强调

丁薛祥出席院士座谈会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如 通讯
员 程涛）今年以来，临夏县常态化
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聚焦“守
住底线、强化帮扶、产业发展、示范引
领”，有力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聚焦“守住底线”抓动态监测。
持续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政策宣
传、监测、帮扶和退出等关键环节，及
时更新完善防返贫监测信息；强化防
返贫政策宣传，全面推行“一键报贫”
系统，今年农户通过该系统申报 867
件，已全部受理办结；推进防返贫保
险理赔，完成理赔161余万元。

聚焦“强化帮扶”抓能力提升。
落实帮扶农户“四个全覆盖”机制，调
整充实优化帮扶力量，调整驻村工作
队长及队员；开展“岗位大练兵、业务
大比武”活动，25个乡镇主要负责人
或班子成员，218个村“两委”成员和
乡镇业务骨干、县直业务能手53名选
手上台演讲，全面展示乡村振兴干部
的政策水平和能力素质。

聚焦“产业发展”抓特色培育。落
实“三年倍增”行动计划，宜粮则粮、宜
菜则菜、宜菌则菌、宜花则花，着力培
育特色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目前完成
结构调整18.69万亩；积极衔接涉农资
金，采购发放双低杂交油菜良种 9万
袋、旱作农业地膜1200吨、脱毒马铃薯
良种2250吨，推广种植玉米、小麦、豆
类及油葵等农作物新品种1万亩、育苗
1200万株，发展庭院经济和林下经济。

聚焦“示范引领”抓乡村建设。对
照“村美院净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
强”要求和指标，优化村庄分类，完成
127个村庄规划，分步推进实施乡村建
设类项目11个；持续推进开展“十改八
治四化”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和11个省、
州、县示范村创建，截至目前，累计创
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乡镇1个、省级乡
村示范村17个、省级“和美乡村”2个。

临夏县“四个聚焦”推进乡村振兴提质增速

本报讯 （记者 郭慧霞）6月 3
日，记者从临夏市了解到，该市以主动
创稳行动开展为契机，聚焦基层法治
建设难题，在“三位一体”城市社区网
格化治理体系基础上，推行“一村（社
区）一专职民警一法律顾问”工作机
制，构建多向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

依托“三位一体”城市社区网格化
治理体系，抓实社区、派出所、物业“治
安联防联控、服务联抓联做、文明联建
联创”三项重点创建活动，开展民意诉
求搜集、矛盾纠纷排查、应急预警处置
和宣传教育等工作。自主动创稳行动
开展以来，累计收集并处理化解矛盾
纠纷1805件、法治宣讲294场次，持续
夯实基层治理法治根基。推动警力向

基层下沉服务，78名民警联系服务全
市78个村（社区），履行治安防控“联动
员”、人口管理“数据员”、服务群众“调
解员”等职责，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
矛盾调处化解、安全防范知识宣传等
工作，今年已开展夜间巡逻和警务联
训246次、法治宣传3.2万人次。整合
法学专家、律师、政法干警等力量，在
全市村（社区）全覆盖选派法律顾问60
名，制作公示牌，为群众提供法律咨
询、法律援助、法治讲座等服务，引导
群众遇事找法、干部依法办事，不断拓
展法律服务触角向基层延伸、守法意
识向群众普及，截至目前，已开展各类
法律服务活动46次，帮助办理各类涉
法事务79件。

临夏市构建多向协同基层治理体系

“金徽杯”第二届全省退役军人
篮球邀请赛（临夏赛区）激情开赛

本报讯 （记者 马琼洁）6月的和政，草木葱茏，花
儿飘香。6月3日，由省歌剧院、省民族歌舞团精心打造
的文艺演出，在2024中国花儿大会主会场和政县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松鸣岩精彩上演。

演出有歌舞表演、歌曲演唱、乐器演奏等形式
多样的节目，还有特邀嘉宾及花儿歌手的穿插
演唱，为观众送上一场轻松愉悦、精彩绝伦的
视听盛宴。“我家的花儿美，我家的花儿甜，它
是回族姑娘的一支歌……”花儿歌曲《我家的花
儿》婉转悠扬的歌声令人陶醉、回味无穷；歌舞
《花儿联唱》热情奔放的瞬间点燃观众激情，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舞蹈《花儿》融入花儿元素，
舞者身着回族传统服饰迈着轻盈的步伐，让观
众近距离欣赏少数民族舞蹈独有的魅力；随着
《欢聚一堂》《相亲相爱》《再唱山歌给党听》等节
目的轮番呈现，一时间美妙的歌声和音乐响彻
山间溪涧，与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喝彩声交织在
一起，构成一道道美不胜收的风景，为花儿大会
营造了浓厚氛围。

2024 中国花儿大会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记者从兰州海关获悉，今年前 4
个月，甘肃农产品出口值达12.8亿元，
同比增长 15%。其中，种子、鲜苹果、
蔬菜及食用菌出口值分别为3.4亿元、
2.5 亿元、1.7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2.9%、7.3%、100.4%。

“我们种子的出口效率越来越高
了！”双硕种子有限公司酒泉分公司
负责人陈志席欣喜地说。现在企业
只需要提前预约，海关工作人员就会
很快上门提供“货齐人到”查验和“零

等待”签发证书服务，出口货物就能
马上发走。

据介绍，为支持甘肃农产品扩
大出口，兰州海关建立出口属地和
口岸海关长效联系机制，深入田间
地头和生产企业，提前布置查验任
务，实时调整验放优先级。同时，定
期面向农户、企业开展技术性贸易措
施宣讲，在种植源头开展质量安全管
控，为甘肃农产品走出国门打通全链
条“绿色通道”。 （据《甘肃日报》）

我省农产品前4月出口值同比增长15%

六月的松鸣岩，青山含情，绿水含笑。
6月2日下午，继上午开幕盛况之后，2024中国花儿大会全国花

儿展演在这里上演，这是此次大会的重头戏之一。
和政是中国花儿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

国花儿传承基地”，松鸣岩花儿会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在这里举行全国花儿展演，相得益彰。

首先上演的是州民族歌舞剧团石榴籽组合带来的《回家乡》
《尕妹是牡丹花中王》，其中《尕妹是牡丹花中王》是松鸣岩花儿会
的代表性曲目，把心中的姑娘喻为花中的牡丹，将河州花儿与河
州牡丹相结合，拉开了花儿展演的序幕。

为了贴合此次大会“保护、传承、发展、传播”的主题，石榴
籽组合对《尕妹是牡丹花中王》进行了改编，用全新的方式完美
诠释了“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花儿天下唱，临夏是故乡”
的内涵。

来自青海、宁夏、新疆、甘肃等地的 50 位花儿歌手，轮番
上阵“漫”花儿，《花花尕妹》《花儿漫塞上》《花儿梦》《河州二
令—要好了好上一辈子》《月下情歌》《梧桐令》《莲花令》《白
牡丹令》《家在张川》《松鸣岩的好风光》《干散令》《浪河州》等
代表各自地域特色的花儿，一曲接着一曲，一次又一次将现场
气氛推向高潮。

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文化馆的苏山林，
也是一名花儿歌手，现场歌手们或高亢或激扬或缠绵的声声花
儿，让其沉醉。“这次我是带队参加花儿展演，其中由歌手古丽曼·
马什带来的《梧桐令》，是全新的演唱方式，由哈萨克语和汉语混
合演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他说道。

优美动听的花儿一曲接着一曲，观众席上，人们为精彩的演唱
欢呼鼓舞；而更多的群众或在山野席地而坐，或在小道驻足聆听，
或轻声跟唱，他们纵情沉醉于一波波花儿的浪潮。 （转2版）

六月的和政，满目碧翠、油菜花飘香。
6月 2日上午，以“保护、传承、发展、传播”为主题的 2024

中国花儿大会在和政县松鸣岩景区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花
儿专家学者和花儿歌手齐聚一堂，共话花儿、共唱花儿。

全国花儿歌手展演是此次大会的重头戏。来自青海、宁
夏、新疆、甘肃等地的50位花儿歌手，代表各自的地域特色，轮
番上阵，从传统的高亢激昂到现代的细腻温婉，不同的演唱风
格相互碰撞，展现出花儿艺术的丰富多样性，让每一位观众感
受到花儿艺术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与此同时，为了让游客在参与中感受花儿文化的魅力，大会
还设计了一系列体验式活动，花儿串烧巡演就是将歌声与自然
风光巧妙结合，游客跟随旗袍秀队伍和花儿歌手，穿梭在景区内，
享受了一场视听与感官的双重盛宴，拉满了游客的体验感。

6月3日上午10点30分，在旗袍秀团队的带领下，花儿串
烧巡演从花儿舞台出发，80名旗袍秀表演者身着亮丽的旗袍，
跟着音乐摆动手中的扇子，或轻步曼舞，或款款而行，每一个
动作都是那么优雅与从容，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

紧跟在旗袍秀团队后面的就是参加花儿展演的歌手和舞
蹈演员，大家从花儿舞台出发，经景区主干道，前往三孔桥进
行巡演。

《恭喜曲》《我在家临夏》《尕老汉》《园子里长的绿韭菜》
《尕妹门前浪三趟》……巡演途中，花儿歌手轮番演唱，让游客
沉浸式感受松鸣岩花儿会的独特魅力。

来自陕西的词曲唱作人镐天告诉记者：“这次带着我的原创
歌曲《山那边》《跟你好》《酒杯杯》来参加2024中国花儿大会，特
别激动，特别开心！今天参加花儿串烧巡演，是我从事音乐行业、
舞台行业28年来唯一的一次，我唱了两首节奏感比较欢快的歌，
我身旁的父老乡亲都跟我一起扭起来、跳起来，把所有的烦恼都
抛到九霄云外，衷心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花儿大会。”（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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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丽亚 赵好飞）6
月3日，2024中国花儿大会花儿文化讲座在
和政县松鸣岩举行，中国民协办公室主任
刘慧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青海花儿研
究会、西北师范大学等省内外高校和研究
机构的专家学者、花儿歌手参加活动。

座谈中，部分专家学者围绕花儿作为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歌领域的
地位和价值、花儿的历史渊源与世界之最、当
前形势下如何做好对花儿文化的传承保护和
发展传播、青海在花儿传承和保护方面做的
亮点工作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讨交流。大
家一致认为，花儿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的珍品之一，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
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
命力和创造力，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其保护、
传承、发展和传播也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要
更好地保护与传承花儿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深度挖掘花儿文化内涵及社会价值。

会前，举行了书画捐赠仪式及《朱仲禄
花儿集》《花儿美学论述》首发仪式，与会专
家学者和花儿歌手还进行了田野考察活
动，实地调研临夏花儿的保护、传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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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来和政都是一种享
受，感觉来到了人间仙境。”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
区文化馆研究馆员苏山林已经
数不清第几次来和政了，但每次
来都会深深感叹：“这儿，实在是
太美了！”

对于苏山林来说，吸引他的不

仅仅是和政的山山水水，更多的是
这里的花儿。花儿是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
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
响，为花儿这一珍贵的世界级非遗
项目的保护、传承、发展和研究发
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花
儿胜地和寄情、纵歌山水的民俗文
化节、狂欢节。

举办 2024 中国花儿大会，苏
山林再次被吸引，“花儿是走心的
绝唱，这里，小溪里流淌着花儿，
山谷里回响着花儿，空气里弥漫
着花儿，人人都是花儿歌手。”他
动情地说道。

花儿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令无数音乐采风人惊叹，也让无数
的花儿研究者痴迷，被誉为高原上
的奇葩、大西北之魂、活着的《诗
经》，而临夏是花儿的发祥地和最
主要的传唱地。

“我也是一名花儿歌手，通过
参加这几年的花儿大会，我觉得和
政对花儿的传承与发展在全国屈
指可数，是数一数二的。”苏山林
说，每次跟参加花儿大会的专家、
学者、歌手探讨交流，都是对花儿
的保护、传承、发展、传播。

最后，他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
花儿爱好者来和政，感受这里浓厚
的氛围，体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花儿的独特魅力。

苏山林：和政对花儿的传承与发展在全国屈指可数
本报记者 陈礼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