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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之后，陕西省榆林市开展了一系列
以“清爽榆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季活动，吸
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掀起了文化旅游热
潮。这座塞北名城，正在以“清爽”之名，刮起

“文化”之风。
在中国民歌谱系中，陕北民歌占据着十

分重要的地位，是刻在陕北人骨子里的文化
基因。对陕北民歌的高质量保护传承与创新
发展，是榆林能够承办全国性民歌展演活动
的底气所在。

8月7日至11日，作为“清爽榆林”系列
活动之一的2024全国民歌展演在榆林成功
举办。本次展演，以“放歌千年”为主题，邀请
了来自全国的知名民歌传承人同台献艺、各
展风采。从东北雪乡到西北戈壁，从黄土高
原到江南水乡……观众们在光影与歌声中
跨越山川湖海、高原草地，感受祖国之壮美，
文化之丰富，看到了传唱千年的民歌艺术在
新时代迸发的新活力、新希望。

“这次活动为全国的民歌传承人提供了
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和采风的机会，大家
相聚在榆林这个民歌之乡，相互切磋，取长
补短，为民歌的传承和创新注入了新鲜血
液，就像参加了一场文化盛宴，让我们饱餐

了一顿。”来自湖北恩施的土家族女歌手陈
涓说道。

事实上，以民歌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榆
林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开展，甚至走向了国
际舞台，并且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奔
赴。今年6月，榆林在北京举办了“榆林·陕
北民歌展暨国际非遗交流互鉴活动”，陕北
民歌出圈出彩。与此同时，“机遇中国看陕
西——2024年驻华外交官陕西行”主题活
动在榆林举办，来自16个国家的18位驻华
外交官齐聚榆林，在陕北民歌博物馆，捷克
驻华大使馆副馆长马金唱起了《东方红》，
相关短视频一时间火遍全网。马金说：“不
同国家的民歌也可以拥有相似的内容，表
达同样的情感，豁达直爽的陕北民歌正在
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
重要纽带。”

连日来，与全国民歌展演平行举办的另
一场文化盛宴，亦是叫好又叫座。从7月26
日至8月14日，在新建成开放的榆林图书
馆，“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陕西·榆林）建设
成果展”如火如荼地举行。

展览现场，人头攒动，有来自外地的游
客，也有本地的市民。场馆内外，民歌嘹亮，

小曲婉转，鼓声阵阵；剪纸传承人抖动小剪
刀，飞快地剪出栩栩如生的花鸟图案；石雕
匠人现场展示石狮子的创作过程……观展
者沉浸式体验陕北大地上劳动人民勤劳与
智慧的结晶，近距离感受陕北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了解榆林在文化生态保护与传承方
面的探索与成果。

据了解，此次展览以“陕北是个好地
方”为主题，分为人文地理篇“长城内外、大
河上下”、生产生活篇“米脂的婆姨、绥德的
汉”、节庆民俗篇“越闹越红火”、红色文化
篇“东方红、太阳升”以及现代发展篇“陕北
是个好地方”五大主题篇章，通过多维度、
多视角的展示，呈现出陕北文化形态的整
体性、实践性与现代性，旨在凸显陕北文化
特色，展现榆林文化生态保护成效。

此次展览，不仅是对陕北文化生态的一
次深度挖掘与集中展示，更是榆林在文化保
护与传承创新道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

如今，榆林正以多种方式、多元路径，
不断诠释“陕北是个好地方”的文化内涵，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让文化根脉在历史长河中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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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火车“浪”西北
新闻集装箱

（上接1版）
营口市保持每年70%以上财力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改造230个老旧小区、239条
背街小巷、213公里管网等，从细节突破，提
升民生福祉。大连瓦房店市协调资金11.4亿
元，专项开展老旧小区外墙保温、屋面保温
及防水等工程，让城市焕发新活力。

打好生态文明“底色”，提高人民幸福生
活“成色”。跻身全国文明城市后，盘锦市加大
乡村建设力度，省级美丽示范村、美丽宜居村
占比达73.7%。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加大
绿地建设、打造生态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已达到12.45平方米，绿地率达49.79%。北票
市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治山治水治城
一体化工程，打造蓝天、青山、碧水、净土的绿
色生态文明之城。

“此处装得下四季风月，盛得了人间烟
火。”朝阳市建平县的百姓如此盛赞家边儿北
山森林公园的美景。以文体旅融合发展让城
市迸发出更大活力，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大连庄河市每年吸引国内外游客
最高近7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0.5亿元。

辽宁省各地还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
代信息技术，利用创城热线和平台，推动解决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教育、公共设施、
养老托幼、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推广数字赋
能文明城市创建等经验做法，让人们尽享城
市治理带来的累累硕果。

形成文化品牌特色

一条“抗美援朝出征地——鸭绿江畔·英
雄丹东”主题红色体验精品线路，将红色文化
资源串珠成链，擦亮了丹东“英雄城市”文化
品牌。

以寻找、讲述、学习“最可爱的人”为主
线，丹东选树宣传抗美援朝老英雄、全国“时
代楷模”、“七一勋章”获得者、第八届全国道
德模范孙景坤等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营造弘
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浓厚氛围。

城乡因文化而赋能。辽宁省深化辽宁地
域文化研究，打造一批具有辽宁特色的文化
标识和地标，把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助力城市
发展的硬支撑，为创建文明城市赋能添彩。
各地注重以文铸魂、以文兴城、以文化人，让
城市更有文化气息、更富文化底蕴、更具文
化风貌。

抚顺市用雷锋精神建城育人，坚持典型
引领，常态化评选“百姓雷锋”“最美人物”“身
边好人”等，培育向上向善的发展环境。葫芦
岛市加强文旅品牌建设，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高质量发展。

千人以上的文艺志愿者团队，让丹东凤
城市城乡“活”了起来、让群众“乐”了起来。全
年开展非遗及艺术进校园、书画展、沉浸式文
化体验、送文化走基层等活动300多场次，服
务总人次达30万。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让城市更文明，生活更美好，人
民更幸福。我们努力把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好、
一个一个环节抓到位，积小胜为大胜、以量变
促质变，提升城市治理的温度、精度和效能。”
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上接1版）
在长年累月的巡护工作中，庞梅兰对

山中常见的各种动植物了如指掌。有一次，
有同事在野外被蛇咬伤，庞梅兰得知后立
马找到一些乌桕的叶子，捣碎后敷在伤口
上，为后续治疗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庞梅
兰说：“这里的很多大树我都抚摸过，就像
是自己的孩子。很多珍稀动植物，我都能叫
出它们的名字。”

作为一线护林员，庞梅兰不仅要面对

森林保护的困难和危险，还需要平衡她作
为母亲和妻子的家庭角色。庞梅兰的丈夫
也是一名护林员，两人常常需要同时工作，
对孩子的照顾就少了许多。“2010年，我去
外县开展护林工作，那时候女儿读小学三
年级，放学后经常需要自己煮饭吃，我心里
挺内疚的。”庞梅兰回忆道：“值得欣慰的
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对我们的工作
也很支持，我经常给他们讲关于雨林的知
识和我在雨林中的所见所闻。”

受母亲的影响，庞梅兰的女儿对森林
保护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选择在海南
大学攻读林学硕士。寒暑假期间，庞梅兰
的女儿会和同学们一起到霸王岭开展实
践活动。她说：“是妈妈把我带上了林学研
究之路。”

十多年来，庞梅兰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
的努力，保护着这片美丽的森林，书写属于
自己的精彩篇章。今年 7 月，庞梅兰荣登
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

兴文明之风聚振兴之力

森林里的“女飞侠”

微风拂过湖面扬起阵阵涟漪，在阳光的
炙烤下，脚下的盐粒白得刺眼，斑斓的湖水透
亮艳丽，像是散落在大地上的宝石，这里就是
被称为“大地调色盘”的翡翠湖。

翡翠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大柴旦地区，原本是一片湖滨湿地，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们来到大柴旦地区
开发盐湖资源，采挖湖区下面的含矿土层，
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个水坑，由于每个水
坑的大小、深度以及坑中水体所溶解的矿
物质含量不同，最终形成了现如今奇幻美
丽的多彩湖水。

除了翡翠湖，柴达木盆地的每处风景都
如诗如画。沿着铁路一路向西，从乌兰乌苏河
的“大地血脉”，“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雅丹
地貌俄博梁，到雄浑神秘的黑独山、“恶魔之
眼”艾肯泉，海西的风景正如柴达木的矿藏一
样，数不胜数、美轮美奂。

随着近年来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旅

游设施的不断开发和完善，越来越多的游
客选择前往西北旅游。甘青大环线等西北
环线游的内容经常在社交平台上“霸榜”。
相比公路自驾对体力与时间的“考验”，省
时省力的西北铁路游已经成为游客们的出
行新选择。“早就想来看看西北的大好美
景，现在坐上火车就能实现。”北京游客张
先生说。

“欢迎您上车！”工作人员站在车门前为
即将登车的游客献上洁白的哈达，这趟名为

“丝路梦享号”的旅游专列自今年6月底开通
以来次次满员。这趟专列从青海省西宁市出
发，沿着古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大致走向，行程
共5天4夜，从神秘古老的西宁塔尔寺开始，
领略青海湖、察尔汗盐湖、大柴旦翡翠湖等高
原绝美风景，最后到达敦煌莫高窟感受飞天
之美。

站在“丝路梦享号”的观景车厢里，草
原、戈壁、高山、荒漠……青藏高原上独特的

风光让不少南方来的旅客赞叹不已。广东旅
客周先生拿着手机不停记录，他说：“火车在
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走过，这一刻感受到祖
国西北的壮丽辽阔，也感叹中国基建能力的
强大。”

目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还向
乌鲁木齐、拉萨、上海、烟台等方向开行了20
余趟普通旅游列车，线路遍布全国各地。

长长的铁轨串起了西北的美景，沿线独
具风情的民宿也成了游人青睐的去处。村民
曹彦虎的家在临近“天空之境”茶卡盐湖的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茶卡村，
一到暑期，他家装修古朴又精致的家庭民宿
就“一房难求”。“青藏公司6月底开通了专门
的‘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现在通过铁路过
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还打算再增加几间
客房呢。”曹彦虎说。

“天路格桑花·雪域之傲号”旅游列车也
是青海一列知名的列车，这趟2023年下半

年开通的旅游专列，沿青藏铁路与敦煌铁路
行驶，从西宁、格尔木，到敦煌再到拉萨、林
芝、日喀则，一次穿越青甘藏三省区，特别
是，可以看到神秘的可可西里。车窗外，白雪
皑皑的山峰，波光粼粼的湖泊，一望无垠的
草原，人迹罕至的荒野……突然，在青藏线
旁展现出迷人的场景，广阔的原野上出现几
只灵动的身影，“看！藏羚羊！”乘客们贴近窗
口拍照、赞叹，远处的藏羚羊似乎习惯了身
旁经过的火车，只顾低头吃草，难得一见的
高原精灵近在咫尺，这是只有在列车上才能
看到的景致，福建乘客陈晓蓉坐在车窗旁开
心地将藏羚羊的照片发在社交媒体：“坐上
火车看到羊”。

一位热爱“火车旅行”的年轻游客说，坐
上火车，看着车窗外美景一帧帧地掠过，你永
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怎样的风景，去欣赏、
去感受、去思考，更像一场精神上的旅行。

（新华社王浡白玛央措曹昌浩）

2024中国非遗面食大会
将于8月23日在太原启幕

本报讯（牛牧瑶）近日，从山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传出消息，中国烹饪协会、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将于8月23日—9月8日在太原市共同举办2024
中国非遗面食大会。

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中国的面
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餐饮文化的重要组成，也
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24中国非遗面食大会
以“乐享非遗 面向未来”为主题，设置有中国非遗
面食技艺秀、中国面塑艺术展、百店百面非遗美食
周等主题活动，旨在展示中国面食文化的博大精
深，传承非遗面食技艺，打造面食文化标识体系。
活动将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开展惠民活动、展示传
统技艺等，使面食大会更亲民、更具烟火气息，让
更多的市民、游客领略中华传统面食的魅力。

据悉，2024中国非遗面食大会将于8月 23
日在太原工人文化宫北广场启幕。届时，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莲花落、风火流星等
轮番上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随后即开展
中国非遗面食技艺秀，来自20多个学校、企业的
130余名学生和面艺从业者、面食技艺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将同台竞技，进行刀削面投篮、剔尖钻
铜钱、吹面气球、墩烧麦皮、双擀饺子皮等面艺竞
赛及展演。

此外，为期7天的百店百面非遗美食周将在
太原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太原市100家餐饮酒
店、企业门店将推出非遗面食、非遗菜品优惠促
销活动，同时邀请省外代表性非遗面食开展驻店
交流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店品鉴，开启一场舌尖
上的非遗美食之旅，探索与众不同的独特风味，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
消费需求。

8月23日—9月8日，中国面塑艺术展将在文
瀛公园“万字楼”举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闻
喜花馍、岚县面塑、定襄面塑、阳城焙面面塑、新绛
面塑等面塑作品将悉数亮相，同时以绘本的形式，
讲述沿黄九省（区）各具特色的面塑技艺、风格特
点及传承故事等。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既有传统
风格的作品，更有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发展、吸引
年轻人关注的创新作品，向观众全面展示面塑技
艺在守正创新中的发展，展现农耕文化的时代价
值，传承和弘扬中国面食文化。

广西发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动态更新成果

本报讯（余锋 杨华）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动态更新成果（2023年）》，更新后全区全域共
划定环境管控单元1673个，较上一轮增加69个，
将为全区生态环境管理和保护工作提供更加科
学、精准、适宜的依据。

据介绍，2019年起广西全面启动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工作。2021年底，自治区及各设区市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相继发布实施，初步形成了一
套全域覆盖、因地施策、功能明确、边界清晰的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2023年，根据生态环境部
和自治区的工作部署要求，广西启动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动态更新工作，重点围绕“三区三线”最新
成果、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工业园区、合规矿权、重
大项目等动态更新。目前，全区共划定陆域环境管
控单元1461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831个、重点
管控单元519个、一般管控单元111个；共划定近
岸海域环境管控单元212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101个、重点管控单元72个、一般管控单元39个。

此次动态更新成果发布实施，将强化分区管
控成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进一步推动“一单元一
策略”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

守护水塔：“一原两湖三江”
重大标志性科考活动启动

新华社拉萨8月18日电（记者 李华 杨帆）18
日，第二次青藏科考“守护水塔——‘一原两湖三
江’冰—湖—江地球系统变化综合科考活动”在拉
萨正式启动。

此次科考活动聚焦普若岗日冰原（一原）、色
林错—纳木错（两湖）以及长江源—怒江源—雅江
源（三江）等关键区域，通过多任务、多学科、多手
段开展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生态系统与碳循环、
高山环境与健康、资源能源远景、构造与环境演
化、绿色可持续发展途径等地球系统科学综合考
察研究。

此次科考活动还将聚焦冰冻圈变化对亚洲水
塔变化的作用和对水资源变化的贡献、多年冻土
碳储量和生态系统变化中的碳动态、冰缘植物对
气候和冰冻圈变化的响应规律、急进高原人群高
海拔适应的生理特征、稀有金属资源现状与远景、
城镇化体系建设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等
研究领域。

“一原两湖三江”重大标志性科考活动由10
名国内外院士领衔，6个科考分队、15个科考小组
的400余名科考队员参与。

“一原两湖三江”地区是亚洲水塔的关键核心
区，气候环境复杂多变，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同时
又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核心区。

据悉，此次科考活动是第二次青藏科考继珠
穆朗玛峰、卓奥友峰、希夏邦马峰等“巅峰使命”极
高海拔系列综合科考活动后，又一重大标志性科
考活动。

陕西榆林市
以“清爽”之名刮起“文化”之风

◎ 榆林文

为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丰富社
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文
旅局、古城街道北辛安第二社区联合开设了以

“护苗一起来，健康过暑假”为主题的预防网络
沉迷亲子互动课堂。图为美术老师向孩子们示

范制作漂漆扇。 石小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