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峪关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当游客走进嘉峪关关城景区，节

目《开城典礼》的恢宏场景，仿佛让人

穿越时空。

今年“五一”假期，嘉峪关关城景

区特别推出“春和景明 踏青赏花”国

风演艺节目，瞬间让游客穿越时空，近

距离感受丝绸之路上的长城文化。此

外，还有各类快闪舞蹈全天候演绎，全

方位营造浓厚的国风文化氛围。

“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心灵的

洗 礼 。 嘉 峪 关 关 城 之 旅 ，让 我 感 受

到 了 天 下 第 一 雄 关 的 雄 伟 壮 丽 ，领

略到了文化的魅力，也深刻体会到了

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之美。”河南游客

王建华说。

“听说嘉峪关·关城里景区有着全

国首部长城史诗剧《天下雄关》，我特

别想看这部剧。”陕西游客许小庆带着

家人直奔剧场。

《天下雄关》是全国首部长城史诗

剧，融合丝绸之路沿线特色文化元素，

以极富张力的舞台创意和前沿科技手

段倾力打造。

闲庭信步，畅游雄关。在嘉峪关·

关城里景区附近，方特丝路神画主题公

园更是为游客带来无限欢乐，除过山

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项目外，方特丝

路神画主题公园还开展了夜游项目。

夜幕下的嘉峪关方特丝路神画，

化身为光影的魔术师。无人机光影秀

编织出了星空下的梦幻图案，盛大烟

火秀则点亮整个夜空，礼花声声礼赞

美好生活，让每位游客脸上绽放出灿

烂的笑容。

“五一”假期，为确保游客顺畅游

玩，嘉峪关市文旅系统工作人员强化

各大景区安全保障，提升服务品质。

同时，嘉峪关市向市民发出倡议，呼吁

市民当好热情的“主人翁”，让远道而

来的游客感受到家的温暖。

多彩活动丰富文旅市场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薛砚 马小龙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每天

开馆时，入口处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走进各个展厅，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沉浸式感受着“八千年历史看甘

肃”的魅力。

假日期间，兰州市文旅局联合各

县区文旅部门和文旅企业推出 200 余

项文旅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充

实愉快的假日体验。

作为兰州的地标之一，中山桥是来

兰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临近傍晚，中山

桥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或是站在桥上欣

赏黄河两岸的风景，或是在“黄河第一

桥”石碑前合影留念，或是在岸边茶摊

品一杯特色“三炮台”。逐浪前行的羊

皮筏子、来回穿梭的现代快艇、鸣笛起

航的水上巴士……百里黄河风情线依旧

是今年兰州文旅最火热的旅游打卡点。

来自安徽的肖影一家人近日专程

来到儿子曾就学的兰州。她告诉记

者：“一直听儿子讲兰州的风土人情，

全家人都很感兴趣，早上一下飞机，我

们就来到了黄河岸边欣赏美景，还与

黄河边的著名雕塑‘黄河母亲’合影留

念，兰州真的是一座魅力城市。”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黄河两岸流

光溢彩，如梦如幻。在距中山桥不远

处的近水广场，看台上已经坐满了慕

名赶来的游客，等着参与最近火爆“出

圈”的“兰州黄河大合唱”。

“在黄河边与大家一起合唱经典歌

曲，很快乐也很浪漫，给我们留下了一

次难忘的回忆。”重庆游客孙林告诉记

者，他与家人下午就抵达中山桥，专门等

候参与晚上的“黄河大合唱”。

据悉，今年兰州已提前迎来了旅

游旺季，“五一”小长假首日兰州文旅

市场迎来“开门红”，接待游客达到了

86.42 万人次。

魅力之城吸引八方来客兰 州

新甘肃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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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4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于

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法文版，

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

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

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收录了习近平同志 2012年 11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法文版和此前出

版的英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

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

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新图

景，增强国际社会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

界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论述摘编》法文版出版发行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4 日 电 5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第 15 届

伊 斯 兰 合 作 组 织 首 脑 会 议 在 班 珠 尔

召开。

习 近 平 指 出 ，伊 斯 兰 合 作 组 织 是

伊斯兰国家团结自主的象征，为加强伊

斯兰国家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出

了重要贡献。中国同伊斯兰国家是好

朋友、好伙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

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务实合

作成果丰硕，友好关系不断提质升级，

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中方愿继续

同伊斯兰国家一道，赓续传统友好，增

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扩大文明

交流，共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

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第 15 届伊斯兰
合作组织首脑会议致贺电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峰 洪文泉 金奉乾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王梓懿 龙毅

时下的天祝县，蔬菜大棚里绿意浓

浓，工业园区里机械声隆隆，一个个重

点项目开工，大大小小的企业抢进度、

赶订单、忙生产，高质量发展的脚步声

响彻华锐大地。

现代化农业“新”意满满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牧业县，农牧

业产业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天祝县发展的速度。然而，天祝县

现有 92.56 万亩耕地，其中 77.34 万亩

都是山旱地。

如何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变冷凉气候条件为产业发展优势，做

大做强特色农牧产业，是天祝县高质

量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产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

力’和‘压舱石’。”天祝县委书记沈忠

道介绍，近年来，天祝县提出“坚持向

山旱地要效益”“推行牧区繁育、农区

育肥、农牧互补模式”发展思路，推动

高原夏菜标准化、食用菌规模化、藜麦

中（藏）药材精细化、牛羊养殖现代化，

聚 力 打 造 4 个 10 亿 级 产 业 集 群 。

2023 年，全县农牧民群众经营性收入

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9%，群众增收

有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4 月 26 日，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洒在松山镇德吉新村北侧的一大片平

地上，一排排黑色“覆膜”的大棚鳞次

栉比。这里是天祝县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高原食用菌基地，勤劳

的菇农们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80 后 ”菇 农 赵 海 ，2016 年 随 家

人从哈溪镇搬迁至德吉新村。这几

年，在乡镇干部的帮助下，赵海摆脱了

之前“种几亩青稞靠天吃饭”的日子，

承包大棚种植菌菇。

“这几天大棚里菌棒拆袋，正是最

忙的时候，我们要赶着‘五一’假期出

棚销售。”看着菌棒上刚刚冒尖的香

菇，赵海满脸喜色。

赵海自产自销的优质香菇，销往

南方市场，每年为家里带来近 20 万元

的收入。

“天祝县海拔高，气候冷凉，农业

生产病原菌少，病虫害少，非常适宜中

低温型食用菌生长。”天祝县农业农村

局产业化服务中心副主任韦忠辉介

绍，天祝县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发展“错

峰头”食用菌产业，培育了一大批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带动全

县 5200 户 2.1 万人发展食用菌产业，

户均增收 2.5 万元。

“全县 6684 个菌菇大棚，这里占

了近一半。”松山镇党委副书记周源介

绍，按照“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采取“农户自营”“企业经

营”“集体联营”等经营方式，松山镇实

现了“村村都有产业，人人参与其中”。

如果说黑色的菌菇夯实了特色产

业的基础，那么绿色的高原夏菜则孕

育着现代化农业的希望。

天祝县高原夏菜育苗中心 1 万平

方米的智能育苗温室里，近千万株莴

笋苗正沐浴着阳光。现代化的机械喷

淋臂“轻拂”而过，幼苗上顿时铺满了

晶莹的水珠。

天祝县以金强川片区为重点，辐

射带动周边乡镇发展荚豆、红笋、甘蓝

等 8 大类高原夏菜产业，推广全膜覆

盖沟播、集水高效补灌等技术，蔬菜种

植规模不断扩大。

去年夏天，天祝县高原夏菜育苗

中心建成投产，天祝县第一次有了真

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蔬菜育苗中心。

“做了 22 年的蔬菜生意，我清楚

现代化育苗对高原夏菜产业的重要

性。”育苗中心运营负责人韩珏在工程

没有收尾时，就赶来签订了育苗中心

承包协议。 （转 2版）

——天祝县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观察之一天祝县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观察之一

““ 华 锐华 锐 ””大 地 气 象 新大 地 气 象 新

在天祝县抓喜秀龙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场，蓝天、雪山、民宿构成一幅壮阔美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

者杜雪琴）近日，由省财政厅、省文旅厅

首次联合组织的文旅融合领域竞争性

项目评审顺利结束，本次评审共吸引我

省各市州和兰州新区的 15 个优质项目

参与竞争。

此次评审会邀请文旅发展、财务分

析、项目管理、政府投资领域的专家组

成评审小组，按照“突出重点、切合实

际、讲求绩效”的原则，为我省文旅融合

发展竞争性项目在政策合规、资金保

障、项目实施、建设运营等方面进行深

入细致的问诊把脉、开方定策。通过认

真评审、答辩，一批建设内容实、引领带

动强、业态亮点新、前期准备足、熟化程

度高、预期效益好的项目脱颖而出。评

审工作实行全流程监督，确保“公平、公

正、公开”。

今年以来，省财政厅、省文旅厅聚

焦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八个一”文化品

牌和文旅强省建设目标任务，深入分析

我省文旅融合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按照

“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先行先试文

旅融合发展竞争性遴选评审工作，着力

构建“多中选好、好中选优”的资金分配

机制，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不

断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省财政在文旅融合领域开展竞争性项目评审

编者按：武威市天祝县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会地

带，位居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藏语名为“华锐”。

近年来，天祝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基础上，奋力走好中国式现代化天祝实践之路，取得了高海拔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突出成效，呈现出一派幸福美好的新景象。

近日，甘肃日报社、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派出全媒体采访小组，赴天祝县

开展县域高质量发展主题采访，在工业园区目睹天祝产业发展的“速度与激

情”，在祁连山下见证绿色生态保护的决心与成效，在城乡群众的生活里感

受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幸福与喜悦。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雕梁画栋，飞檐凌空，牌匾林立，古

树参天，清静幽雅……“五一”假期，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位于武威市凉

州区崇文街 172 号的武威文庙，欣赏古

风古韵，了解传统文化，感受书香儒风。

武威文庙，始建于明正统二年（公

元 1437 年），至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

整个古建筑群由东、中、西三部分组成，

南北长 198 米，东西宽 152 米，占地 3 万

多平方米。整体建筑布局对称，结构严

谨，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明清之际被誉

为“陇右学宫之冠”，是目前西北地区建

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为全

国三大孔庙之一。

5月 1日上午，作为武威市五月系列

传统文化 开 场 活 动 的“ 古 建 古 风 古

韵”古筝音乐会，在武威文庙景区过殿

前开幕。古老建筑的风韵、悠扬唯美的

筝韵、婉转抑扬的古诗吟唱完美融合，

身 着 汉 服 的 孩 子 们 弹奏古筝，翩翩起

舞，将传统诗词经典与歌曲、舞蹈、器乐

相融合，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视觉盛宴。

“武威文庙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

内涵，举办的文化活动把传统乐器古筝

搬进文庙，让古典与现代碰撞，也让我们

领略到了古韵之美、汉服之美，增强了文

化自信，传承了文化经典。”来自天津的

游客高先生感慨道。

武威文庙内最引人注目的是文昌

宫桂籍殿外悬挂着的 46块匾额，书法精

美，雕刻细致，保存完整，堪称武威文庙

一绝，这些匾额上迄康熙三十四年，下至

民国二十八年，前后历时约 250 年。“聚

精扬纪”“天下文明”“书城不夜”……匾

额包含行、楷、篆、隶等书法字体，让来访

者近距离一睹当年鸿儒们的风采，感受

书法大家 们 独 具 匠 心 的 杰 作 。 其 中 ，

“聚精扬纪”和“书城不夜”两块匾额于

1992 年被收入《中华名匾》之中。

武威文庙于 1995 年被命名为甘肃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 年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5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 4A 级

旅游景区。

近年来，武威市高度重视历史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加大文物保

护力度，先后实施武威文庙保护修缮工

程、武威文庙油饰彩画工程、武威文庙

文物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工程和武威大

云寺消防工程等项目，武威文庙儒学院

遗址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已完成主体

建设，累计投资 1278 万元。目前，武威

文庙数字化保护利用等项目正在积极

推进中。

游览武威文庙 感受历史文化

5月 3日，以敦煌壁画艺术为灵感创作的音乐剧《飞天》在敦煌大剧院上演。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张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