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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塞上江南！一城湖光半城景

海口：“文体旅商展”联动释放消费新活力

新闻集装箱

本报讯（王波）3 月 22 日，备受瞩目的
2025开封非遗市集在河南省开封市开元广场
开幕。这项已成功举办两年的文化盛会，凭借
独特魅力，再次将千年古都开封的非遗全方
位展现在大众面前。

本期开封非遗市集汇聚非遗代表性项目
125项，其中传统美食项目41项、传统手工艺
项目29项、传统中医药项目38项、非遗展演
项目17项。

开幕仪式上，展演活动精彩纷呈。开封盘
鼓率先登场，磅礴激昂的鼓点瞬间点燃现场
气氛。紧接着，撂石锁、二夹弦、河南坠子、豫
剧祥符调、子路八卦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依
次亮相，精彩的表演展示了开封非遗的深厚
底蕴与独特魅力。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掌声、
欢呼声接连不断，不少人拿出手机、相机，记

录下一个个精彩瞬间。“表演太震撼了！之前
只是听说过，今天到现场一看，真是大开眼
界，让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市民刘女士激动地说。

各摊位前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栩栩
如生的汴绣，古色古香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热
气腾腾的洧川豆腐，嫩滑流油的灌汤包子，香
气扑鼻的黄焖鱼和炒凉粉，还有备受追捧的
中医项目……非遗代表性项目各显神通，非
遗展品琳琅满目，传统技艺现场展示，吸引不
少游客和市民驻足。

自2023年创新举办以来，开封非遗市集
已成功举办66期。开封非遗市集通过展示展
销、中医义诊、节目展演、技艺体验等，吸引大
量市民、游客，线下参加人次逾百万，成为开
封市夜间文旅消费新热点。

一场中央芭蕾舞团的经典剧目《红色娘
子军》演出结束后，观众在海南歌舞剧院大厅
门口排起长龙，等待主要舞蹈演员签名合影。
人群中，从重庆赶到海口看演出的江新涛，直
呼“剧目太感人了，不枉我专程跑一趟”。

今年是海南岛解放75周年，取材于海南
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3月14日至23日
在海口开启了“回娘家”的首轮9场驻场演
出，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专程前来观演。

像江新涛这样，为了看一场心仪的演出，
奔赴一座城，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时尚生活方
式。而海口也正通过吸引一场场高品质演艺
活动和大型体育赛事落地，打造时尚消费活
力之城，不断给外地游客创造更多来海口游
玩的“理由”。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王可
介绍，2025年海口还将举办刀郎个人巡回演
唱会、马克西姆跨界钢琴音乐会、百老汇原版
音乐剧《芝加哥》、“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
请赛等系列文体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自2023年以来，海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
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包括湖南卫视跨年晚
会，周杰伦、张韶涵、张学友、郭富城等众多艺
人演唱会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2024海口音
乐会、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维也纳
皇家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等演出，“演艺+旅
游”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

演艺活动期间，海口各大商圈为粉丝提供
专属优惠，游客到免税店、夜市、餐饮店、旅游
景区等场所均可凭演艺活动门票享受折扣优
惠，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强劲动能。数据显示，周
杰伦2023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短短四天吸
引超15万人次游客到海口，实现旅游收入
9.76亿元。

除演艺活动外，海口正鼓励多业态协同，
通过“文体旅商展”联动，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海口拥有170公里长的海岸线，气候好、
风力好、沙滩好、海水好、无暗礁，非常适宜开
展海洋旅游和水上运动，是中国首批帆船城
市，也是国内帆船帆板赛事的聚集地。王可表

示，海口将围绕帆船帆板、沙滩运动、足球等
特色体育项目，大力引进高水平体育赛事，大
力发展群众喜欢的体育项目，展现海口“活力
之城”魅力。

自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举办以
来，海口办会办展能力不断增强，2024年举
办规模以上展会450场，会展业综合收入迈
上百亿元台阶。

“海口鼓励发展会展产业，注重发挥会展
平台牵线搭桥作用，推动‘会展+消费’深度
融合，打造会展旅游目的地。”海口市商务局
副局长杨卫丽说。

离岛免税购物是海南的一张“金字招牌”。
海南省委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蔡强表示，海南
离岛免税新增了即购即提、担保即提方式，对
适用这些方式的产品，游客可以在免税店购买
后直接提货带走，不需等到离岛时才能提货。

依托新便利、新消费、新体验，海口，这座
充满活力的城市，正为人们带来更多惊喜。

（新华社刘邓陈子薇）

本报讯（笪伟 蒋文娟）3月19日，在文化
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的精心指导与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下，2025年“百场村
晚下基层”暨“欢乐大舞台”智慧广电乡村行
走进丹徒区谷阳镇——全国春季“村晚”示范
展示活动，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宝
润发文化广场盛大开幕。

作为2025年“百场村晚下基层”春季的
首场演出，本次“村晚”意义重大。它不仅是谷
阳镇近二十届“双阳文化艺术节”的传承延
续，更是市县联动推进“十百千万”文化惠民
工程、促使优质文艺资源深入基层的关键举
措。秉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宗旨，活
动广泛向当地百姓征集文艺节目。活动现场，
舞蹈《看山看水看中国》用灵动的舞步展现山
河壮丽；越剧《十八相送》以婉转唱腔演绎经
典爱情；女声合唱《南乡田歌》唱响本土风情；
情景表演《千年回眸》带领观众穿越历史；舞
蹈《拔根芦柴花》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器
乐合奏《太极琴侠》则用悠扬旋律拨动心弦。

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还精心设
置了一系列“村晚+”配套文旅活动。文创集市
中，“何以镇江”“文物伴我行”巡展以“文物实
物+图片”的新颖形式，全方位展示镇江文物保
护与考古的最新成果，同时提供“拓印风华·手
作寻古”“墨香启幕·一页知馆”等互动体验，让
观众亲身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非遗集市里，恒
顺香醋酿制技艺、酱菜酿制技艺、上党挑花、宝
堰米酒酿造技艺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一一
亮相，展现出镇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接下来，“百场村晚下基层”将陆续走进
镇江市各个乡镇，鼓励引导乡村在农闲期间
开展村民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村晚”，提高
群众参与度和积极性，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同时，活动还将紧密结合乡村旅游
节庆活动，推动“村晚”与文旅深度融合，实现
全民参与，努力将“百场村晚下基层”打造成
展示农民精神新风貌、展现乡村振兴新气象、
促进文旅消费的特色品牌与重要载体，为乡
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本报讯（饶扬灿）2小时10分29秒——中
国名将何杰在3月23日举行的2025武汉马
拉松赛中夺得国内选手冠军，并将赛会纪录
提升了1分37秒。冲过终点线的瞬间，他张开
双臂拥抱扑面而来的樱花雨，胸前的“中国地
质大学”蓝标格外醒目：“从2023年参赛时夺
冠到这次破纪录，武汉是我的幸运城市。”

今年的武汉马拉松升级为世界田联金标
赛事，赛事规模提升至4万人，相比去年增加
了1万人。除了何杰突破国内选手赛会纪录，
还有两项纪录也被刷新：埃塞俄比亚选手内
格沃以2小时08分51秒打破男子全马赛会
纪录，同胞伊马纳则以2小时24分47秒刷新
女子赛会纪录。赛道沿途，来自武汉19所高
校的8000名志愿者贴心地将樱花形状的冰镇
海绵与饮用水摆放齐整，不停为选手加油打
气。医疗点电子屏实时滚动着45万报名者的
云端祝福，未中签的上海跑友李薇通过“陪跑
小程序”为武汉闺蜜加油：“看着她跑过黄鹤楼
的直播画面，仿佛我也在樱花香里奔跑。”

樱花季越江湖。东湖绿道新增的400余
株樱花与海棠、紫叶李交织成“流动的粉色长

廊”，意大利留学生伊莎贝拉特意在旗袍上绣
了黄鹤楼与樱花图案，最终以3小时12分完
赛：“不断有市民递来水和橘子，连江水都泛
着樱花的甜味。”在志愿者陪跑员的守护下完
赛后，视障跑者刘雅倩与徐金泽说，他们看不
见樱花却听见了最热烈的欢呼：“陪跑员不断
介绍即时景象，观众的加油声连成了花海。”

宜昌教师王芳身着手工定制的樱花旗袍
冲过半马终点，发间的蝴蝶贴纸沾满水珠。凌
晨3点便开始化妆的她，以1小时36分刷新
个人半马纪录：“我想让学生们知道，坚持奔
跑能绽放最美的自己。”武汉市民张建国第五
次完成汉马，他特意在号码布背面写上“跑过
长江大桥，就像跨过人生的每道坎”，成为赛
道温暖的注脚。

赛后，45万报名者中91%选择保留抽签
资格，期待明年再战。正如汉马体育公司总
经理包波所言：“樱花与赛道的结合，让武汉
的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找到了最佳载体。”
这场奔跑在樱花季的流动乐章，不仅是速度
与激情的较量，更是45万颗心与一座城的浪
漫约定。

本报讯（记者 卢瑶 袁矛）为迎接“世界
水日”和“中国水周”，3月 21日，来自四川
省华蓥市和重庆市合川区的30余名志愿者
相约连接川渝两地的五星桥，共同开展了
一场“川渝一家亲 共护一江水”川东北渝北
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共建主题活动暨“节水
护水·绿色发展”主题活动。本次活动由华
蓥市水务局、共青团华蓥市委、华蓥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牵头主办，旨在通过节水

宣传、入户倡议、巡河护河等多种形式，加
强川渝两地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合作，共
同守护华蓥河。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走进村民家中，发
放节水倡议书和宣传单，亲切地向村民们
分享家庭节水小技巧，帮助他们树立“节水
护水”的意识。为了更好地保护华蓥河水
质，志愿者们还使用无人机进行巡河、进行
水质检测，并沿河清理垃圾、排查污染源、

开展生态监测等，用实际行动做保护水资
源的倡导者、维护者、捍卫者，携手共护母
亲河、共促生态文明、共助川渝发展。

下一步，四川华蓥市、重庆合川区还
将继续携手毗邻乡镇，发挥文明实践带的
共建作用，持续开展各类环保宣传活动，
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到水资源保护行动中
来，为建设节水型社会、创造美好家园贡
献力量。

川渝一家亲 共护一江水
川东北渝北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共建主题活动开展

全国春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江苏镇江举办

2025武汉马拉松开启浪漫与欢乐

2025开封非遗市集启幕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华蓥市融媒体中心供图华蓥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上接1版）
在孙春梅心中，个人的富裕不是终极追

求，真正的成就在于带领乡亲们共同富裕。
2021年，她紧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
组织创立开心田园生态农业技术协会。这个
平台成为了农业技术培训的前沿阵地，共培
训有志于创业的农民5000余名，成功带动
3800余户农户投身经济作物种植，每亩地的
经济效益因此增加了3000多元，真正实现了
携手乡亲共同致富的美好愿望。

“搞农业非常不容易，大家一定要互相
帮助。”这些年，孙春梅还积极协助农户对接
政策资源，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支持。同时，她
还特别关注年轻农民的成长与发展，积极为
他们搭建桥梁，鼓励他们走进校园深造。此
外，她还创办了金羽农民创业园，为返乡青
年提供全方位的创业指导服务。

孙春梅的辛勤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她的农场被评为2021年度国家级生态农场，
并在2021年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宣介活动中，

被推荐为“优秀农民田间学校”，每年还会吸
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和学生前来参观学
习。而她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更是认
真履职，将群众的呼声带到全国两会，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积极建言献策。

“我深爱着农村，热爱着每一寸承载着
无限希望的土地。”孙春梅说，她坚信，只要
农人们齐心协力，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
的生活，一定会让每一寸土地都绽放出更加
幸福的光芒。

提及大西北，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多是干
旱、风沙、荒漠、戈壁……但地处西北内陆的
银川，却常令身临其境的访客发出“想不到”
的惊叹——在三面环沙的宁夏，首府城市竟
有如此多的湖。

初到银川，如果不想去游人如织的热门
景点，又想领略这座城市的独特风貌，出租车
司机会告诉你：出门逛逛吧，带着漫无目的的
松弛感，15分钟的路程就能看到水系景观，
20分钟范围内必有湖泊湿地，有水的地方处
处是景。

年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的银川市，却
有近200个自然湖泊、沼泽湿地，5.31万公顷
湿地面积，5处国家湿地公园、1处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

如果你问银川人，最美的湖是哪一处，或
许不会得到唯一答案：春日晴好的宝湖，轻风
吹皱一池春水；盛夏时节的鸣翠湖，碧波荡漾
荷叶田田；雨后初晴的阅海湖，水草摇曳鱼行
船底；夕阳斜照的北塔湖，粼粼波光倒映灯火
点点……

历史上，银川曾因湖泊湿地分布密度大、
范围广、数量多而有“七十二连湖”之说。据银
川市河湖长制办公室负责人何乐介绍，在平
坦开阔的银川平原，因黄河屡屡改道，留下的

故道形成大小不一的湖泊。贺兰山耸立在银
川平原西侧，当山洪、泉溪碰撞交融、日积月
累，就在东麓的洪积扇大地上形成众多湖沼
湿地。这是银川自古多湖的主要原因。

如今，银川因“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生
态景观拥有了“塞上湖城”新称号，并于2018
年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成为西北
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孕育“塞上湖城”的，还有黄河以及历史
悠久的引黄灌溉系统。

银川平原上密如蛛网的黄河灌渠，不仅
浸润出千万亩沃野良田，也在沟渠纵横间滋
养出星罗棋布的湖泊。从银川穿城而过的千
年古渠唐徕渠，至今仍为“塞上湖城”注入生
机与活力——每年为银川20万亩湖泊湿地
进行生态补水，年均生态补水约1亿立方米。

唐徕渠畔，也成为市民游客运动休闲的
去处。沿岸湖泊湿地、滨水公园、文化广场、健
身步道等景致，串联出一条由南至北条状开
放式的生态景观长廊，亭台楼阁步移景异，揽
尽四时不同风光。

生活在南方见惯了水的人，可能不觉得
这些湖泊湿地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干旱半干
旱的西北地区，银川人将“一城湖光半城景”
视为骄傲。随着湖泊湿地面积扩大，城市绿地

公园增加，推窗见绿、出门见园、临水而居已
成为市民幸福生活的日常。

遵循人与水相近相亲、城与湖共生共荣
的理念，城市管理者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针对
城内、城边、城市远郊等不同湖泊湿地分类施
策、保护治理。扩湖整治、退田（塘）还湿、水系
连通、清淤改造……坚持不懈治水护水，换来

“城在湖中城愈美，湖在城中湖更秀”。
近年来，一个个“美丽河湖”建设项目落

地，恢复阅海湖鸟类栖息浅滩1200亩，新建
北塔湖、罗家湖等4处沿河湖小微公园，实施
四二干沟、第二排水沟生态缓冲带植被修复
549.75亩，构建林水共生的高品质绿色生态
空间。

到2025年，银川市将打造阅海湖、七子
连湖、鸣翠湖等一批“美丽河湖”新高地，建
设各具功能和特色的滨水公园、水上运动中
心，城市建成区内河湖岸线运动休闲设施全
覆盖……

经过河堤的骑行队伍，随手捡拾岸边垃
圾；湖岸观鸟的摄影人士，提醒游客不要投喂

“垃圾食品”；巡湖护水的“红马甲”，劝导不文
明行为、宣传普及水资源保护知识……共建

“美丽河湖”、守护绿水青山，已成为银川市民
的共识和行动。 （新华社任玮）

“炼漆需要仔细过滤掉杂质、去芜存菁，然后
再将生漆放在阳光下边暴晒边反复搅拌，蒸发掉
漆中的水分，让其不变形，不腐蚀，不开裂。做人为
官也如此，心无杂念方能行稳致远，至真至诚方能
无坚不摧。”近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
大漆非遗传承人李俊锋向前来参观漆器的年轻人
讲述大漆工艺中蕴含的廉洁内涵。这是楚雄深挖
非遗“廉元素”，增强廉洁文化渗透力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楚雄从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中挖掘
廉洁元素，创新载体形式，解锁非遗中的“廉洁密
码”，在非遗“活”态传承中，与廉洁文化“碰撞”出
了别样的“火花”，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入新
的传播动力。

楚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该州深挖本
土非遗中的清廉元素并延展其深刻寓意，在实现
非遗“活”态传承的同时，也让清风正气浸润千家
万户。南华县镇南月琴因形似满月、声脆如琴而得
名，它以独特的演奏技巧和丰富多样的曲目表达

了一种弘扬正义、和平、和谐的价值理念，以之
“清”“和”润泽人心。

同时，该州把“崇德尚廉、持廉守正”等元素融
入非遗技法传承、作品设计上，打造推出彝族挂
画、彝族窗花、彝族挎包、彝族服饰、彝族饰品等具
有本地特色的非遗产品，并深化新时代廉洁文化
的联动效能，依托赛装节、马缨花节等举办涵盖书
法、美术、服饰等内容的清廉非遗作品展，让党员
干部、群众在感受艺术熏陶的同时，经受廉洁思想
的洗礼，让非遗技艺与廉洁文化在相互渗透、交相
辉映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将廉洁文化以可视、
可听、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持续激发非遗中的

“廉动能”。
“只有不断传承与创新，廉洁文化才能历久弥

新。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做好‘非遗+清廉’融合文
章，在传承、守护和传播中打造具有楚雄非遗特色
的廉洁文化品牌，推动廉洁文化出新彩、润人心。”
楚雄彝族自治州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
让非遗传承与廉洁文化碰撞“火花”

◎ 徐燕梅叶向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