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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亚娟 通讯员 李
永鹏 祁彬彬）6月 6日，国网海东供电
公司沙沟供电所所长伊万刚和同事马
良在海东市平安区沙沟乡沙沟村对村
民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开展安全检
查，保障分布式光伏电站安全运行。
这是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开展“安全生
产月”活动的一个掠影。

今年6月是全国第24个“安全生产
月”，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紧紧围绕“安全

生产月”主题，深入开展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宣贯活动，大力
进行安全警示宣传教育，组织员工观看
安全宣教片，以真实案例为镜，加大“以
案释法、以案为戒”警示教育力度，进一
步筑牢安全生产的思想防线。各单位
认真开展用电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将
安全用电知识带到企业、社区、学校、乡
村和家庭，提升全社会的安全用电意识
和保护电力设施的责任意识。

在作业现场管理上，国网海东供
电公司不断强化安全管控，持续加大
反违章查处力度。综合运用无人机巡
检、违章智能识别、人脸识别等先进技
术，对现场作业情况进行动态监控，能
够精准定位并及时制止现场出现的违
章行为。同时，建立作业现场反违章
标准化督查机制，运用作业现场点检
卡，结合“现场督查+远程监控+四不两
直”监督手段，全面覆盖高风险、多班

组、多人员作业现场，确保作业现场安
全始终处于可控、能控、在控状态。

为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国网海东供电公司通过安全主体
责任宣讲、安全生产警示科普教育、安
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安全应急科普、应
急演练、知识竞赛，着力解决当前安全
生产中的突出问题，提高全员安全素
质和设备健康水平，夯实安全基础，保
障公司安全生产局面持续稳定。

海东供电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记者 吴雨
6月，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和

乡李家庄村阿家庄社比往日多了几分
喧嚣——挖掘机的轰鸣声、铁锹与泥
土的碰撞声，交织成一曲“破冰”协奏
曲。6月6日，记者在现场看到，30余名
村民正弯腰挥锹，在阿家庄社的田埂
旁开挖排水渠，黄褐色的土地上划出
一道“希望的痕迹”。

在山泉流经的草坪地势低洼处，记
者看到，原本肆意漫流的泉水，正逐渐
被引入新挖的沟壑之中，湿润的泥土堆
在沟渠上方，散发着清新的草木气息。

互助县水务局防汛中心工作人员
蹲在沟边，一边用卷尺丈量着石笼的嵌
入位置，一边向记者介绍：“待石笼严丝
合缝地嵌入沟渠两侧，山泉流经的坡地
便会形成一道蜿蜒的‘防护壁垒’。原
本撒野般漫向草甸的泉水，就能被这道
壁垒‘揽住’，顺着石笼间的缝隙‘乖乖’
汇聚成细流，导入排水管网。”

在排水渠施工处，村民们分工明

确，男人们挥锹挖沟、搬运、连接管网，
妇女们在一旁整理施工工具，75 岁的
王得兰老人拄着拐杖，望着逐渐成形
的沟渠说：“你看这沟挖得多直，以后
泉水顺着走，再也不用怕门口结冰打
滑了。”

这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背后，曾
是困扰村民们几年的“冰封之痛”。

近 5年来，每年 11月起，阿家庄社
47户人家的房前屋后便会横生出一条
蜿蜒的“冰龙”。记者在村民拍摄的视
频里看到：青灰色的冰层覆盖着村道，
鞋底踩上去发出“咔嚓”声。王得兰老
人扶着门框挪步的画面让人心惊，院
子内外的冰面光滑如镜，铁桶碰撞冰
棱的响声清冽，如今听来满是无奈。

养殖户阿生甲的牛圈也无法避免
“冰袭”。“牛圈外的村道上冰层最厚处
大概80厘米，牛圈门槛有坡度，进入里
面的冰有 25 厘米厚，牛蹄子踩上去打
滑，也摔过几回，我们就在牛圈里一层
一层地铺牛粪、稻草。”养殖户阿生甲

告诉记者，除了牛圈，他所居住的院子
里也都积了厚厚的冰，地砖都被冻裂
了，走路稍不留神就摔跤，“有次我端
着泔水出门，结果摔在冰上，泔水泼了
一身，疼得半天爬不起来。”

冰患的源头，是村后的马鞍山山
泉。记者跟随村民来到山脚下，部分
泉水自山脚深处悠悠淌来，草坪下的
岩缝中也能看到多处泉眼往外涌出泉
水，泉水流经的草坪虽因水润显得葱
郁，但原本平整的草面，却被水流冲出
无数大小深浅不一的坑洼沟壑。

“夏天泉水是‘甘露’，冬天就成了
‘祸水’。”张承梁蹲在泉眼旁，指尖划
过冰凉的水面，“冬季流速慢、流量小，
我们这里又特别冷，遇冷水就迅速结
冰，泉水顺着地势往低处渗，漫进院
落、渗进墙根……”泉水将村子拖入漫
长的“冰封期”，村民们的房子开裂，地
砖冻碎，隐患很大。

村民们曾尝试过自救：用编织袋装
满沙土堆在门口挡冰，拎着铁锹每天铲

冰，甚至在冰面上铺木板防滑……但长
达5个月的寒冬天气，让这些努力显得
杯水车薪。

记者从驻村第一书记张承梁的介
绍中了解到，这场“破冰”行动始于今
年 3月，东和乡政府牵头召开协调会，
拉着互助县水务局的技术人员实地踏
勘。乡上牵线、部门撑腰、村民出力，
张承梁掰着手指头说：“防汛中心无偿
调拨宽 4米、长 25米的石笼两圈，为排
水工程稳稳垫下‘基石’。村两委自筹
资金约 1.2 万元，采购了 600 米长的排
水管网及各类施工配件。村民们更是
全员出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给泉
水‘引一条出路’。就连村里集体产业
项目承建方都派了挖掘机等施工设备
来支援，每天上工的有40多人。”

在海拔 2950 米的脑山地区，这场
由冰患引发的“破冰”之战，见证了基
层政府的快速响应、部门间的协同配
合，更彰显了村民们不等不靠、齐心协
力的韧性。

□本报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李
小英 摄影报道

初夏时节，海东市乐都区洪
水镇姜湾村种植基地呈现出一派
繁忙而充满希望的景象。连片的
菠菜在阳光下长势喜人，叶片肥
厚翠绿，菜农们忙着采收成熟的
菠菜，一筐筐新鲜的菠菜带着泥
土的芬芳，即将运往全国各地的
市场。

与此同时，洪水镇上窑洞村
种植基地也迎来了丰收时刻，鲜
嫩的豆苗菜进入采收期。作为乐
都区今年首次引进的蔬菜新品
种，豆苗菜采用人工精细采摘，
品质鲜嫩，备受市场青睐，主要
销往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广
州市等一线城市的高端蔬菜市
场，为乐都区蔬菜产业发展书写
了崭新的篇章。

蔬菜种植基地的发展，不仅
丰富了市场的“菜篮子”，更充
实了农民的“钱袋子”。姜湾村
村民李大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她感慨道：“以前农闲时没
什么事做，现在在家门口的蔬菜
基地干活，既能照顾家庭，又能
增加收入，一年下来能多挣不少
钱。”

像李大姐这样受益的村民还
有很多，蔬菜基地的发展不仅为
周边众多农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
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
力。

乐都区蔬菜产业的蓬勃发
展，得益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和
先进技术的应用。依托湟水河流
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乐都区
按照“稳川、进沟、上山”的发
展模式，大力推进“露地+设
施”双轮驱动，不断加快蔬菜产

业扩面增效的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水肥一体化

技术的广泛推广，借助精准滴喷
灌系统，将水分与养分同步、精
准地输送至作物根系，不仅提高
了水资源和肥料的利用效率，还
大大改善了蔬菜的生长环境，有
效推动了蔬菜产量和品质的双提
升。

走进乐都区的各大蔬菜种植
基地，智能水肥控制设备随处可
见，这些现代化的农业设施，正
为蔬菜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水肥
一体化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提
升蔬菜种植的科技含量，持续推
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乐都区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信心满满
地表示。

随着新品种的不断引进、新
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产业规模的
持续扩大，乐都区蔬菜产业正向
着更高质量发展迈进。这不仅让
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富足，更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奠定了坚
实的产业基础。

近年来，乐都区高度重视
“菜篮子”工程建设，通过政策
扶持、资金投入、技术推广等多
种方式，不断加大对蔬菜产业的
支持力度。另外，积极拓展销售
渠道，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农产
品展销会等多种方式，让乐都区
的蔬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进一
步提高乐都区蔬菜的知名度和市
场占有率。

如今，乐都区的蔬菜不仅能
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更凭借优
良的品质远销外地，成为海东市
农业发展的一张响亮名片，展现
出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和发展潜
力。

湟水河畔“蔬”光好

李家庄村的“破冰”行动

□本报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王伟
章 摄影报道

当古老的黄河水在高原大地上奔
腾不息，一场热血与激情交织的体育
盛宴即将震撼上演！2025第十九届中
国·青海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将
于6月13日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拉开序幕，继而转战海南藏族自治
州贵德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

这场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赛”
的赛事，不仅是勇者们挑战极限的竞
技场，更是黄河文化、民族精神与生
态旅游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可以带
你解锁不一样的大美青海！

从古代的国家重典到民间盛事，
黄河祭祀始终承载着人们对母亲河的
敬畏与感恩。《竹书纪年》中大禹治水
后祭河的记载，秦始皇在临晋祭祀河
渎之神，汉代将五岳四渎祭祀列入国
家祀典……一代代帝王将相用庄重的
仪式，表达对黄河的尊崇。而循化县
作为禹“导河积石”的发生地，禹王
庙香火绵延，清代更是在此议修河源
神庙，将河神祭祀纳入国家祀典。

进入新时代，抢渡黄河极限挑战
赛接过了祭河传统的接力棒。选手
们跃入黄河的身影，恰似古人祭河时
的虔诚与勇毅。这场赛事不仅是对
身体极限的挑战，更是一次对黄河文
化的传承与弘扬。

在青海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
上，抢渡赛以独特的方式增强着各民
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古老
的祭河传统焕发出新的生机。

自 2005年升级为国际性赛事以
来，中国·青海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便
以“高、冷、急、缺”的独特属性，成为世
界瞩目的焦点。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
原水域、冰冷刺骨的河水、湍急的水流、
稀薄的氧气……这里的每一个挑战元
素，都在考验着选手们的勇气与毅力。

也正因如此，抢渡黄河极限挑战
赛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重点打造的
公开水域品牌赛事，与武汉长江渡江
节遥相呼应，更荣获“天下黄河第一
赛”的美誉。

近年来，抢渡赛不断创新升级，
形成了一河贯穿、三站相连、阶梯挑

战的全新模式。从循化到贵德，再到
玛沁，选手们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在
不同海拔的水域中挑战自我。这项
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成为
了展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窗
口。每一位跃入黄河的选手，都是在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敢为人先、勇立
潮头”的黄河精神。

如今的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早
已超越了体育赛事的范畴，成为推动
青海文旅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秉
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
念，赛事创新采用“竞渡赛+体验赛”

“赛事+赛季”模式，将竞技性与观赏
性完美结合。

每一届的比赛现场，人头攒动，
加油声此起彼伏；民俗表演精彩纷
呈，展现着青海独特的民族风情；
电音美食节活力四射，点燃夏日激
情……这些丰富多样的活动，让“天
下黄河第一赛”的IP效应持续放大。

2024 年比赛期间，循化县接待
游客近 3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1.2亿元，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的价值转换。同时，赛事
通过全程网络直播、媒体深度报道，
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让大美
青海的生态保护成果和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的成就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届赛事在循化县、贵德县、玛
沁县三地接力举办，每个站点都准备
了独具特色的活动，让观众全方位感
受青海的魅力。

循化篇：6 月 12 日晚，“乐舞迎
宾·情韵飞扬”迎宾歌舞晚会将用热
情的歌声和舞蹈，拉开赛事序幕。13
日上午，开幕式后，40只羊皮筏子将
在黄河市政大桥挑战赛水域上演“浪
尖孤筏·勇者争锋”的壮观场面；当晚
的“黄河潮涌·众艺争鸣”百姓大舞
台，更是向所有人敞开怀抱，无论你
是参赛选手还是普通观众，都能登台
展示才艺，尽情释放热情！

贵德篇：6 月 15 日，水车广场将
成为欢乐的海洋。开幕式上，高质量
的文艺演出带你领略贵德风情；非遗

展演中，10 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
场展示精湛技艺，你还能亲自体验非
遗魅力；农畜产品及文旅商品展销活
动，让你一站式购齐青海特色好物，
把高原的味道和文化带回家。

玛沁篇：6 月 18 日，拉加镇滨河
广场好戏连台。开幕式演出、非遗格
萨尔展演、赛事文艺展演、村歌演唱
会将轮番登场，让你沉浸在浓郁的民
族文化氛围中。17日至19日的展销
会，特色农产品、旅游纪念品、美食应
有尽有；19日的观摩活动，带你走进
果洛州格萨尔博物馆、特色产业基
地、农畜产品企业，深度探索玛沁的
文化底蕴与产业发展。

黄河奔涌，激荡的是勇者的豪
情；赛事启幕，奏响的是青海的华
章！2025 第十九届中国·青海国际
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诚邀您共赴这
场热血与激情、文化与生态交融的夏
日盛会，让我们相约青海，在黄河岸
边见证极限挑战，感受民族风情，领
略生态之美！

【编者按】即将进入盛夏，海东迎来最美季节，各大体育赛事也将进入酣战。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体育赛事更加注重和农业、体育、文
化、旅游、商业等产业的融合，“五业融合”的发展格局更加鲜明。

黄河极限挑战赛、环湖赛、青超联赛、射箭赛……这些“国字头”或青海重点体育赛事，无一例外都选择将海东作为“主战场”，海东也因
此成为各大“重量级”体育赛事的参与地。各赛事在海东举办或有海东力量的参与，对海东经济社会尤其是“五业融合”的发展起到积极的
推波助澜作用。今日起，本报推出“海东重点体育赛事系列报道”，让我们一睹海东体育的风采！

本报讯（记者 孟霞 祁鑫）6 月 10
日，2025 首届海东市“传承河湟味
道·品味美食盛宴”河湟美食大赛互
助土族自治县复赛在互助县海州国际
广场举办。

比赛当日，互助县海州国际广场
上热闹非凡。参赛餐饮企业大厨队伍
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各显神通。现
场，既有萱麻口袋、互助八眉猪系
列、河湟洋芋宴等承载青海记忆的传
统名小吃，也有融合创新的金丝凤尾
虾、鲍鱼青稞酒肉、河湟绣球洋芋等
特色佳肴。选手们从食材选择、烹饪
技法到摆盘设计，均展现出对河湟美
食的深刻理解与创意表达。天佑德大
酒店的厨师队伍以马铃薯为主料，结
合现代烹饪手法，推出了各种颜值高
味道美的创意菜品，赢得现场评委与
观众的一致好评。

本次复赛评审环节特别邀请了青
海省饭店烹饪协会及相关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的负责人，从菜品的色泽、香
气、味道、形态、创意以及营养搭
配、烹饪难度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打
分。同时，比赛也邀请广大群众参与
大众评审，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发放
投票券，与专业评委形成互补。这种
评审方式不仅让更多人参与到赛事中
来，感受河湟美食的乐趣，也使得比

赛结果更具大众代表性。
据了解，此次复赛共有13家特色

餐饮企业参与，共评出 9家 （种） 美
食入围决赛，这些美食最终将通过

“美食打卡地图”的方式呈现给消费
者，让河湟味道成为讲好海东故事，
带动旅游、活跃消费、推动“农体文
旅商”融合发展的亮丽名片。

“今天带了几道菜，包括‘砂锅
泡泡鸡’‘带鱼一条龙’‘青海花花’
等，受到了广大市民和评委的喜欢，
最终获得‘最受欢迎奖’，我们非常
激动，以后我们会继续做好菜品，让
更多消费者喜欢我们店，喜欢我们的
菜品。”互助县红昇熙福源生态院子
餐厅经理陈国兰说。

互助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赛事是推动互助县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重要举措。通过赛事引流，众多
游客纷至沓来，带动了互助县餐饮、住
宿、特产、非遗、文创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激活了乡村经济活力。未来，互助
县将鼓励参赛选手以互助县优质的青
稞、肉禽、山珍等为核心食材，在坚守
传统技艺精髓的同时，大胆融合现代
理念，创作出符合当下健康潮流、吸引
游客的“河湟新味”，助力带动提升互
助县绿色、生态、健康的农特产品食材
知名度和市场美誉度。

互助举办河湟美食大赛复赛黄河奔涌处 热血竞逐时
——海东重点体育赛事系列报道之“黄河极限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