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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下午，作为甘肃首支应邀
参赛的足球队，定西宽粉队带领定西宽
粉和岷县国家级非遗项目《巴当舞》亮
相贵州“村超”，同行的还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200多支球队和家乡的非遗文化，
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场最“旋”民族风，展
示了一个个心与心相连的文化符号，更
多非遗文化借力贵州“村超”的超燃人
气和灵杰地气，“活”起来更“火”起来。

全民参与，传承保护一个都不能少

  在熙攘的集市上，中缝、绣袍、左右
衽间隐约闪现着华夏千年璀璨的文化，
汉服夜巡、猜灯谜、佳联求偶贺新春、上
元乐府……这里不是鬓云欲度香腮雪，
衣香袂影是盛唐的穿越，而是岷县
2023年非遗技艺展示暨老字号购物
节——— 汉服夜宴的现场。洮砚制作、铜
铝铸造、麻布编制、陶艺加工、当归加
工、剪纸、黄酒生产一个个散落在岷州
大地上的非遗“明珠”纷纷亮相，吸引游
人驻足观看、动手体验。
  这里是岷县，这里也是一座名副其
实的非遗宝库。全县共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12大类73项，联合国非遗项目
1项、国家级项目6项、省级15项、市级51
项、县级73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

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7名，市级代表
性传承人56名……项目数量、传承人
数量位居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岷县的非遗类型在全国来说是非
常非常丰富的，其次我觉得它的保存的
现状是特别好的，这种传承的状态是非
常感人的。”敦煌研究院博士后汪雪欣
喜地告诉笔者。
  “全民都可
以参与，我们还
会根据参与者
的年龄、形象、
服饰，设计一些
情景表演，通过
这种方式，让大
家深入了解、传
承和发扬汉服
文化。”身着汉
服的岷县文化
馆馆长刘彩玉
说完后也步入
了巡游队伍中。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近年来，为
了不让技艺失传，岷县依托乡土教材，
让文化遗产进校园；创办非遗技艺培训
班；成立洮砚制作技艺、花儿保护、铜铝
铸造技艺传习所；2018年成立了当归生
产加工技艺、铜铝铸造技艺、洮砚制作

技艺、陶艺加工技艺等四个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2017年初成立由岷县各民俗领
域学者组成的岷县非遗专家库……
  “岷县连续举办了二十一届花儿
歌手大奖赛，连续五年举办非遗文化
宣传周，开展了花儿、巴当舞、洮砚文
化等系列非遗学术研讨会，每年都会
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展、摄影展、

民间工艺美术展、当归专题摄影展等
接地气的非遗活动。”经历过千百年的
风霜雪雨，岷县非物质仍然熠熠生辉，
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苗
菁道出了其中的“密码”。更多接地气
的打开方式，让“深在闺中”的非遗文

化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全新呈现，打开一扇与世界对话的窗

  走进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中国洮砚之乡”“中国花儿之乡”

“中华诗词之乡”……一块块沉甸甸的
牌匾熠熠生辉，而背后是一届又一届县
委县政府的努力和付出，是一代代非遗
工作者的辛勤与汗水。
  非遗文化是经受历史锻造的技艺

和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结和
体现，能够持续给我们当下的生活以宝
贵的滋养，非遗文化无法复制、不能
再生。
  早在2004年岷县县委县政府就为
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实实在在

的举措。开展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调查，全面摸清分布状况与保护现
状，分级、分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
策，进一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
保护水平。
  “从2004年开始到2017年我县先后
用近13年的时间开展非遗田野普查，整
理出3000多分钟音响资料，征集民俗
实物6大类834件，700多万字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料、出版系列非遗保护丛书。”
苗菁说，13年的光阴逝去，一群又一群
非遗文化工作者白了少年头，而一项项
古老的非遗文化却愈发的年轻有活力。
  2013年5月被甘肃省文化厅评为甘
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先
进集体；2011年5月，“巴当舞”被国务院
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2014年，经过精心编排的巴当舞节
目，在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
间艺术表演奖评奖活动中获得金
奖……
  喜迎四海宾朋，广聚八方财气。多
年来，以“世界花儿·多彩岷州”为主题
的“非遗宣传周·花儿艺术节”，全面展
示了“花儿”文化以及全县非遗文化丰
富的内涵和魅力，体现岷州大地厚重的
文化底蕴、资源禀赋和岷州儿女奋进新
时代的铿锵步伐。
  如今，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
的非遗工作者都纷至沓来，到岷县这块
非遗宝地，探索体验非遗文化未知的魅
力，同时巴当舞、花儿等非遗艺术也纷
纷走上了更加宽广的舞台，打开了一扇
扇岷县非遗与世界对话的窗，非遗文化
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壮丽景象。

古老“巴当”邂逅时尚“村超”
——— 接地气的打开方式让岷县非遗“活”起来更“火”起来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杨顺帆 通讯员曲婷婷

鲁鲁家家沟沟镇镇：：千千亩亩水水肥肥一一体体化化马马铃铃薯薯迎迎来来丰丰收收季季

  秋分时节，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太平村聚鑫
牧草农民专业合作社，水肥一体化基地种植的
马铃薯迎来丰收季，务工群众正在进行分拣储
藏作业。
  该基地使用喷灌、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
等先进技术，从播种到收割实现全机械化作
业，种植的马铃薯品相优良，预计今年亩产稳
定在2500公斤左右。据介绍，鲁家沟镇今年将

“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作为推进全镇现代农
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在该镇小岔口村、太平村
及将台村设立试验点，共建成马铃薯水肥一体
化示范基地5540亩，进一步助推马铃薯产业走
上高标准、高科技、高效益的发展之路。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 姚玲 摄

  漳县讯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
者何继强 通讯员魏彩云 林铂峰）
中秋时节，沿着漳县东泉乡能岸村河
滩社一条盘山公路来到山顶，放眼望
去，郁郁葱葱的各类苗木长势旺
盛……这是漳县东泉乡陇盛园林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苗木种植基地。
  东泉乡地处漳县东南部，有20多
万亩林地、8万多亩草地，是县森林覆
盖面积最大的一个乡镇。成贵子从
林场退休后，牵头成立了陇盛园林农
民专业合作社，带领东泉乡5个村的
300多名农民栽植城市园林苗木，在
荒山、荒沟、撂荒地上，种下了“绿色
银行”。合作社经过多年的努力发
展，建成苗木培育基地5个，栽植元宝
枫、金叶榆、紫叶李等7个树种，各类
苗木30余万株，套种芍药、中药材、油
菜、藜麦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
  2020年引进栽植元宝枫450多
亩，发展林下经济，套种芍药150多
亩，栽植人参、淫羊藿等药材60多亩，
养殖猪、鸡、中蜂等，发展乡村旅游，
建成综合性现代农业木本油料、旅游
观光基地，使昔日的撂荒地，变成了
今日的致富田。
  在陇盛农民专业合作社里吸收
当地村民就近务工，不仅将青山变成
了“金山”，还富了百姓，实现了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同时带
动4个村的农户以土地、资金、劳务入
股，把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4年来配股资金分红90.5万
元、土地流转分红42.1万元，发放务工
费258.3元。正在林间务工的能岸村
农民李新喜高兴地说：“合作社办起
来，我一直在这里务工，还种了十七
八亩庄稼，每年务工收入15000元左右，收入好得很。”
  今年以来，该合作社被省农业农村厅授予“百强合作社”、被
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示范性合作社”。“采取‘基地+合作
社+农户’‘支部+基地+农户’模式，流转土地和开发撂荒地1600
多亩，带动农民大力发展农林产业，走上了致富路。”漳县陇盛园
林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成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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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源讯 今年以来，为深化党
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知
识宣传普及，渭源县秦祁乡认真组
织、精心安排，结合工作实际，创新
方式方法，多渠道、全方位开展形式
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书写民
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结合“三抓三促”行动，依托理论

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村民大会开
展集中学习，推动民族政策学习和宣
传宣讲广覆盖、无死角，不断增强促进
民族团结、共同发展进步的自觉性。
  通过微信公众号、大喇叭、微信
群等多种宣传载体开展民族团结工
作宣传，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广场1
处，制作宣传海报和宣传手册1000

余份，持续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
策、民族法律法规、民族理论和民族
基本知识。
  通过“石榴杯”民族团结进步文
艺表演、“石榴杯”篮球比赛等一系
列活动，深化全乡群众对民族团结
进步的信念，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民
族一家亲的文化认同。  李小强

秦祁乡创新方式汇聚民族团结进步新动能

   本报讯 （新定西·定西日
报记者王芳）今年以来，安定区石
泉乡石泉新村微型薯繁育产业园
以石泉新村易地搬迁点为依托，按
照“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逐步
能致富”和建成全区马铃薯良种扩
繁之乡“双”目标，通过土地流转、
吸纳就业、配股分红等方式，强化
联农带农，大力发展微型薯种植，
带动周边搬迁点农户实现了增收
致富。
  科学种植精心管理，经营主体
取得创收增效。狠抓种植技术和
田间管理，多次邀请农业专家现场
指导，从项目建设、微型薯种植、田
间管理等各环节给予支持和帮助。

产业园年栽植青薯9号、陇薯10号、
冀张14号、新大坪等优良薯苗970万
株，年产量可达1746万粒，按照平均
每粒市场售价0.35元计算，产业园
年产值522万元，收益可达150
万元。
  吸纳就业劳务增收，搬迁农户
实现稳定入住。针对搬迁点产业
配套不足、搬迁户无稳定收入问
题，产业园按照优先吸纳搬迁户原
则，每天100元左右的工资，可实现
72名搬迁户及周边群众7个月以上
稳定就地就近就业，每人每月务工
收入可达2900元左右。同时，产业
园注重微型薯培养技术人员培训
力度，目前已培养2人，培养人员月

工资已达3000元以上。
  科学优化带贫模式，集体经济
收入不断壮大。通过“农投代持、
产权到村、主体经营、保底收益”的
运行模式，产业园确定运营规范、
带动能力强的甘肃农富联有限公
司、定西金麟种业有限公司、定西
马铃薯研究所等经营主体负责网
棚的经营和管理，经营主体按照注
入资金3.8%的比例分红，每年可向
石泉新村集体经济分红15.76万元。
  据悉 ，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523.5万元，占地面积120亩，按照

“一园三区”（种植繁育区、分拣装
袋区、储藏交易区）的总体规划布
局设计，共建成160座微型薯网棚。

石泉乡微型薯产业助农增收致富

  为满足患者就医需求，
改善就医环境，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在市委、市政府和
市卫生健康委的正确领导
下，在有关部门、各级领导与
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定
西市中医医院新门诊综合楼
已全面竣工。拟定于2023
年9月28日起原门诊楼整体
搬迁至新门诊综合楼，为避
免对患者看病就医造成不便
影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搬迁时间

  2023年9月28日———
2023年10月6日下午完成
搬迁。
  二、就诊安排

  中秋、国庆假期（9月28
日——— 10月6日）医院不放

假，原门诊楼正常接诊（门、
急诊及检验、放射、超声等检
查正常开展）；
  新门诊综合楼自2023
年10月7日起，正常开展诊疗
服务。
  值此搬迁之际，医院全
体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
持医院发展建设的社会各界
及全市人民致以衷心的感
谢！今后，医院将继续秉承

“厚德精医、传承创新”的院
训，“弘扬中医、患者至上”的
服务宗旨，为患者提供更优
质的医疗服务。
  搬迁过程中给广大患者
带来的就诊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定西市中医医院
    2023年9月26日

搬 迁 公 告

  葛 许维福

  “我们养殖场可以进行玉米青贮，一吨大概是280
元，可以挽回一些农户损失，特别是没有购买农业保险
的农户。”
  “‘一喷多促’具有促壮稳长、促旱情恢复、促灌浆
成熟、促单产提升等多重功效，达到减轻旱情增产的目
标。”
  近日，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通渭县碧玉镇出
现了较为严重的旱情，为应对此次旱情，碧玉镇政协工
作站在组织委员实地走访调研的基础上，邀请各村村
民代表、组织村“两委”干部、农技专家、召开协商议事
会，为抗旱减灾出谋划策。
  经过协商，大家一致认为要紧盯最大限度减少群众
损失的工作目标，立足实际，多措并举，一是要积极衔接
县水务部门力争尽快配备灌溉设备，同时，广泛动员群
众开展抗旱自救，浇灌庄前屋后农作物，确保“能浇一分
是一分、能保一亩是一亩”，二是要积极宣传青贮补贴政
策，引导玉米种植户开展青贮，动员辖区内规模养殖场、
青贮饲草收贮企业及时收购。三是要及早开展“一喷多
促”，强化病虫害防治，减轻旱情。
  截至目前，经与上级水务部门衔接，给碧玉镇共配
备移动式灌溉水泵85个、水管1.49万米，同时找寻机井4
眼，累计灌溉面积达到6000余亩；镇内各规模养殖场、
青贮饲草收贮企业累计收购青贮枯黄玉米132吨，
36960元；组织了2家有飞防资质的企业开展“一喷多
促”产能提升，飞防面积达2300亩。
  下一步，碧玉镇镇政协工作站将继续组织委员
深入村社、深入群众，以低保户、特困户、孤儿及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困难家庭为重点逐户开展精
准摸排，依托兜底保障、临时救助、小额信贷和劳务
输转等帮扶政策，持续做好抗旱“后半段”工作，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碧玉镇：

凝聚“政”能量 “协”力抗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