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颁布实施《甘肃省临夏回
族自治州花儿保护传承条例》。此《条
例》的修订完善，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深入保护、传承和发展花儿这项世
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花儿是流传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传
统民歌。临夏是花儿的发祥地和主要
传播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广泛
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享有

“中国花儿之乡”的美誉；以松鸣岩花儿
为代表的河州花儿和以莲花山花儿为
代表的洮岷花儿，在这方热土久久传
唱。此次修订完善的《条例》，让花儿在

新的法律框架下获得更为系统化、科学
化的保护与传承。

“2016年，我州就颁布实施了关于
花儿保护传承的《条例》，有力推动了花
儿艺术的蓬勃发展。随着现代化、城
市化发展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给花
儿的文化生态带来巨大改变，有必要
对《条例》进行修订。”中国民族学学会
回族学分会理事、省法学会中华民族
共同体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州人大
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马力明告诉记者，
此次《条例》修订主要对花儿保护传承
应当坚持的原则、相关部门的职责、传
承与传播的方式、传承人的认定与管
理及宣传教育的途径等方面作了进一
步的完善和补充。《条例》涵盖了花儿
保护传承的多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全
面细致的保护框架，使其更加注重地
域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对于打响叫亮

“花儿临夏 在河之州”文旅品牌也有
重大现实意义。

《条例》中还明确了对花儿代表性传
承人的权利与义务，通过资金补助、传承
场所提供及资料整理出版资助等具体措
施，为传承人创造良好的传艺环境，引入
评估机制，确保传承活动的质量与效果。

“目前，花儿也像其他非物质文化
遗产一样面临令人担忧的传承危机，比
如花儿原生态环境在缩小、演唱花儿
的人数在减少、一些珍贵的花儿唱词
和曲令在悄然消失等。要改变以上现
状，保护、传承和发展好花儿，仅靠认
识和一些应急性措施远远不够，必须
有坚实的法律、政策的规约和保障。”
中国民协花儿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州
民协名誉主席董克义说，“花儿的保护
与利用、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用法
规形式明确界定、约束与保障，是非常

迫切和必要的，因此颁布实施《条例》，
是临夏促进花儿保护、传承、发展与繁
荣的重要举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条例》的颁布实施，是保护花儿的
大事、幸事，也是热爱花儿的人们和花儿
学界的喜事。”董克义认为，如果让《条
例》真正发挥作用，还需做各方面的工
作，他建议，要广泛宣传、学习《条例》，让
《条例》内容深入人心。州上和各县市相
关部门应制定出贯彻落实《条例》的实施
细则和年度计划；明确责任单位与责任
人，督促落实《条例》规定的单位、个人所
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加大奖惩力度，让
《条例》在花儿保护与利用、传承与传播
中切实发挥作用。

有了政策法规的护航，花儿的保护、
传承、创新和发展必会取得一个个硕果，
定会枝繁叶茂、越开越艳。

本报记者 郭慧霞

立法保护花儿 推动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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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日报临夏讯 （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 王虎）连日来，临夏州加强
统筹协调和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各项
防汛措施，有效应对强降水、暴洪时段
集中等极端恶劣天气，较大限度降低
灾害风险、减少灾害损失，构筑起防汛

“安全堤坝”。
临夏州水务、自然资源、应急等

部门通过日常排查治理和集中攻坚
整治，对重点山洪防治区和已查明
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开展巡查检
查，排查重点山洪沟道、水库、堤防、
淤地坝、河道、在建水利工程等蓄水
拦挡，及时落实整改安全风险隐
患。同时，实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
组织实施了积石山县北部崔家峡供
水工程等 4个灌区震损修复项目，推
进康乐县大甘沟山洪沟道治理、东
乡县布楞沟山洪沟道治理等水旱灾
害防御项目。

临夏州建立完善应急、气象、水

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日常会商、汛
情监测、预警发布等工作机制，明确
报汛、预警和响应启动的具体任务，
共享汛情信息、共同开展研判、及时
发布预警。

为提升汛情应对能力，临夏州高
标准开展实战演练，举办 2024 年地
震应急救援综合演练，设置了康乐县
吓滩滩水库大坝裂缝险情、和政县松
鸣岩景区山体滑坡垮塌、临夏县突发
地质灾害等 34 个演练场景科目，投
入参演力量近 1000人。各县市按照

“一村一案”“一灾一练”要求，完成县
级和乡、村两级防汛度汛和防灾避灾
应急演练。举办集中宣传活动，普及
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常识，提升基层避
灾自救意识。

临夏州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本报讯 （记者 马博文）9月3日，州委副书记、州
长何东在积石山县调研督导集中安置点建设时强调，要
增强冲刺攻坚意识，加大统筹调度力度，进一步充实人
员力量，优化工期时序，加快施工进度，高质量完成集中
安置点建设任务。副州长毛鸿博，州政协副主席、积石
山县委书记马晓璐一同调研。

何东逐一来到 11个集中安置点建设现场和县五
中、临津中学，入工地、看图纸、察进度，与相关人员
深入交流交谈，了解困难问题，讨论工期计划，协调
解决具体问题。他说，当前离群众搬迁入住越来越
近，越是到最后，越要增强为民情怀，越要加强调度，
多从细处考虑问题，系统集成推进，为群众早日搬迁
入住创造条件。行业部门要主动靠前、下沉一线，加
大工作统筹，精准调度指导，逐项梳理出施工任务，
优化内部管网铺设、水电气暖接通、室内装修、附属
工程等施工时序，积极应对雨天带来的不利影响，奋
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加快收尾进度。要始终把质
量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更加注重
工程建设质量，把各项工程建设成为阳光工程、优质
工程、廉洁工程，确保底线性工作不出问题。要从细
微处着眼，及时腾退施工设备、清运建筑垃圾，加快
施工场地环境整治，同步开展小区环境美化绿化、便
民设施设置等，到位做好群众服务保障工作，切实为
群众早日搬迁创造良好条件。要做好学校各项工
作，扎实开展学生感恩教育，及时排查整治交通、消
防安全隐患，认真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有力有效
做实做细各项扫尾工作，全力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
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州政府秘书长马福俊，州住建局、积石山县负责同
志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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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景溪）9月4日，
记者从州气象局了解到，从 9月 3日
19时 30分开始，我州出现了入汛以来
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强降水天气过
程，目前稳定性降水仍在持续。截至
4日上午10时，全州降水量0.0～164.0
毫米，其中大暴雨 100～249.9毫米 9
个乡镇（10 个站点）、25～50 毫米 32
个乡镇、10～25毫米 20个乡镇、0.1～
10毫米 25个乡镇；全州 46个乡镇出
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和政县
三十里铺镇 80.2毫米（3日 23时 40分
～4日 0时 40分）。截至 4日上午 10
时，此次降雨过程中累计紧急避险转
移 384 户、1643 人，未造成人员伤
亡。强降雨导致道路损毁、滑坡和塌
方等次生衍生灾害及城乡积涝，对积
石山县地震灾后重建造成较大影响。

据悉，我州降水天气还将持续，

4 日 20 时～6 日 20 时全州多云有分
散性小阵雨；全州最高气温 18℃左
右，最低气温 13℃左右。此次降水
过程强度强、累积雨量大、持续时
间长，特别提请相关部门持续关注
雨情，做好滑坡、塌方、山洪、泥石
流及城乡内涝等气象次生衍生灾
害防御工作，尤其做好积石山县地
质灾害防御和灾后重建施工工地
安全防御工作。

州气象部门将继续密切监视天气
变化，认真做好灾害性天气过程的分
析研判，加强部门合作，全力做好气象
预报预警服务，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作用。

州气象台：我州降水天气还将持续

青山脚下梅坡岭，小楼兀起成新
景。初秋时节，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梅坡
村平房集中安置点建设如火如荼，一排
排整齐划一的二层小别墅拔地而起，成
为积石雄关下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9月 3日，记者来到梅坡村，看见平
房安置户7社群众蒋哈三和马阿英社等
站在半山腰，深情地看着山下的新家
园。“你看，山下漂亮的小二楼正是我们
的新家，过一会等社里的人来齐了，州

下沉梅坡村第一书记武世安要带我们
参观新家呢！”他高兴地对记者说。

原来，梅坡村7社28户、8社15户群
众都住在山岭上，这里是地质灾害易发
地带，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问题突
出，群众生活生产成本高。灾后恢复重
建中，武世安等干部第一时间把省、州、
县灾后恢复重建政策，向群众详细宣
讲，让他们成为政策的知晓者。很快，
群众积极踊跃参与到灾后恢复重建行
动中，要求集体搬迁安置。

采访中有群众告诉记者，整社搬迁
到山下的平房安置点，政府每户补助 15

万元，还有 10万元贴息贷款，自筹资金
压力不算大，大家打心眼里欢喜。

看到新家园即将完工，村里的小孩
们天天喊着要搬新家；老人们盼望着早
日住上道路平坦、设施齐全、整洁舒适
的新家园，享享清福……

10社村民张义会是楼房安置户，他
在县城选择了面积 128平方米的楼房，
全家人多次看了新房的户型和位置，越
看越满意，期待早日搬进新家。张义会
告诉记者：“一大半的房屋自筹款已交，
剩余的2万多元也准备好了。”

梅坡村是积石山县 6.2级地震受灾

较为严重的村之一，集中搬迁安置群众
311户，其中平房安置 275户、楼房安置
42户，搬迁群众占总户数的 42%。自今
年初安置房建设以来，广大搬迁群众全
力支持集中搬迁安置工作，积极参与安
置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踊跃办理建房
贴息贷款，自觉缴纳房屋自筹款，家家
户户翘首以盼乔迁新居。

梅 坡 群 众 盼 乔 迁
本报记者 赵怀斌

气 象 服 务

9月3日，位于康乐县附城镇刘

家庙村的安古德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里，工作人员在月饼生产线

上忙碌。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该

县月饼生产企业迎来销售旺季，企

业纷纷开足马力赶制订单，确保节

日市场供应。

本报记者 史有东 摄

本报讯 （记者 马进忠 马瑞鹏）
9月 3日晚至 4日凌晨，我州出现大范围
强降雨天气，3日 22时 35分，气象部门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州部分乡镇
累计降水量将达 100毫米以上。针对雨
情汛情，我州公安、消防、水务及临夏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等部门闻“汛”而动、迅
速响应，积极开展防汛抗汛工作，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州公安机关紧急启动一级勤务和
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州公安局指挥中心、
特警支队、交警支队、应急分队迅速全员
集结，做好随时增援准备。接报灾情的
相关县市公安局全员在岗，全力开展隐
患排查、交通保畅、服务救援等应急救援
工作。公安交警向雨而行，持续加大对

辖区的巡逻力度，对过往车辆进行分流，
针对易积水、易拥堵路段，定点、定位增
派警力，设置醒目警示标牌，引导驾驶员
绕道通行，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4
日凌晨 2时 30分，州交警支队对乌玛高
速康临段临夏、和政、广河、三甲集收费
站，临合段双城、韩集收费站，临大高速
大河家、积石山、居集、营滩收费站所有
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8时15分起，部
分路段已解除临时交通管制。临夏市接
报群众家中进水警情12起，军民街、团结
北路、迎宾大道、肖家村附近道路积水较
深，已实施交通管制。积水路面有个别
车辆被困，已第一时间救援处置；和政县
转移受灾群众 8户，救助受灾群众 1户 4
人；临夏县黄泥湾镇部分道路被暴雨冲

毁，已实施交通管制，麻尼寺沟乡已对
400余户居民进行紧急转移。

针对雨情汛情，州消防救援支队第
一时间出动防汛救援力量，以背为舟、
以身为桥，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全州各
地消防指战员紧急集合，连夜奋战，迅
速装备好各类排水抢险设备，包括大
功率抽水泵、救生衣及照明灯具等，确
保人员、装备和物资全部到位，严阵以
待。各级消防指挥员靠前指挥、科学
部署，根据气象预警和水情监测信息，
准确判断险情发展趋势，为有效排涝
提供坚实保障。消防救援人员到场
后，采取“分点作业、多点开花”策略，
有效提高了排水效率。多个积水区域
水位迅速下降，交通逐渐恢复畅通，群

众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此次行动
中，全州消防救援队伍充分发扬“不畏
艰险、无私奉献”精神，他们俯身在水中
摸索清除树枝和杂草等易堵塞排涝泵
的杂物，确保排水作业顺利进行。经过
连夜持续奋战，积水抽排干净，成功排
除险情，赢得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
确认现场无安全隐患后，消防救援人员
收整器材归队。

（转3版）

闻“汛”而动 我州多部门迅速应对极端天气

一组海报，带你看雨夜里的守护者！

北京初秋，天高云淡，万物丰收的
喜悦正在酝酿。

时隔 6 年，中非领导人再度聚首
北京，中非大家庭又一次友谊与合作
的盛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如
期而至。

“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壮阔图景
中，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共绘新篇，以探
索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回答历史之问，
携手推进合作共赢、和合共生、文明共
兴的历史伟业。

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必将为

双方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一）
2023年 8月，南非约翰内斯堡。习

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五次踏
上非洲土地。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上，他动情回忆起十年前的那次访问：

“2013年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
出访就来到非洲，提出真实亲诚对非
政策理念。”

真实亲诚，凝结着中非友好交往的
历史积淀。十多年来，正是在真实亲诚
政策理念引领下，中非从友好合作精神

中汲取力量，在团结合作的道路上坚定
前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在
新冠疫情冲击下守望相助，推动中非关
系按下“加速键”、驶入“快车道”，进入
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大树参天、枝繁
叶茂。习近平主席这样总结中非关系
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成功经验：“半个多
世纪以来，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
键时期，我们双方都能登高望远，找到
中非合作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推动中
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

（转3版）

回答历史之问 共创历史伟业
——中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