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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 记记 嘱嘱 托托   奋奋 力力 谱谱 写写 中中 国国 式式 现现 代代 化化 甘甘 南南 实实 践践 新新 篇篇 章章

◎实习记者 田晓龙

　　近年来，我州以科技创新为笔、生态理念为墨，积极发

展高原特色油菜产业 ，在乡村振兴蓝图上书写着“金色产

业”新篇章。

　　初夏，白龙江畔的晨光穿透薄雾，舟曲县、迭部县万亩

油菜花次第绽放。金黄花浪从海拔16 0 0米的河谷向30 0 0 米

高山台地漫卷，绘就高原独有的鎏金画卷。

  “十四五”以来，我州累计投入5800多万元专项资金，强

化对油菜产业的政策支持，通过创业担保贷款、产业链融资

等方式，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同时，通过粮油轮作、良种

推广和机械化耕作，油菜单产较传统种植明显提升，2024年

夏收油菜籽产量2.10万吨，同比增长5.9%。

　　通过产业融合战略催生多重效益，全州已建成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设施，提升产地初加工能力；依托油菜花海景

观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服务业繁荣。舟曲

县部分乡镇通过油菜花等蜜源植物优化与中蜂养殖结合，

促进农业增效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坚持守底线稳面积提单产增总产，

多措并举稳定油料种植面积。集中资源力量，推进油料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不断提高油料综合生产能力。预计2 0 2 5

年，全州油料种植面积和产量将分别达到14 . 5 万亩和1 . 8 万

吨以上。

　　从单纯油料生产到“赏花经济”的多元发展，全州油菜

产业综合效益逐步显现。我州将持续推进精深加工、电商营

销和科研转化 ，让金色花海真正成为高原群众的“致富金

矿”。

我州积极发展高原特色油菜产业

“ 美 丽 经 济 ”促 增 收

促 进 各 民 族 广 泛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本报合作讯  （记者 韦德占） 5

月 1 2 日，榜样之光 照亮奋进之路———

“甘南大讲堂”王万青同志先进事迹宣讲

报告会在合作举行。州委书记何谋保主持

并讲话。他强调，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以王万青同志为榜样，对标政

治品格铸忠诚，对标专业精神提本领，对

标奉献情怀强担当，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

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南篇章。

  州领导胡晓华、仁青东珠及全州副地

级以上在家领导，州委各部门、州级国家

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省属驻州各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玛曲县干部职工代表，

州直机关干部职工、学生代表共75 0余人

聆听了报告。

  报告会上，宣讲报告团成员王万青长

子王团胜，玛曲县阿万仓镇党委书记杨尼

布，玛曲县委党校副教授陈安林，玛曲县

人民医院副院长祁武志，玛曲县基层干部

周毛吉用平实质朴的语言、鲜活感人的事

例、真诚流露的情感，多角度、全方位、

立体式展现了“草原曼巴”王万青扎根高

原、忠诚坚守、服务群众、耕耘一生的先

进事迹。

  何谋保强调，要学习王万青同志对党

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把对党绝对

忠诚落实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具体工

作中，在各自岗位上创造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组织、无愧于人民的业绩。要学习王

万青同志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为民 情

怀，做实做细“群众工作五个全覆盖”行

动，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

好事，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要学习王万青同志自强不息、精益求

精的奋斗精神，主动到维护稳定主战场、

生态环保最前沿、乡村振兴第一线、基层

实践大熔炉中去磨砺斗志、施展才华、增

长才干，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进步、整体提

升。要学习王万青同志不尚浮华、淡泊名

利的价值追求，始终把廉洁从政、干净干

事作为政治本色，恪守纪律之纲，常紧纪

律之弦，常怀敬畏之心，常思律己之严，

常修为政之德。要学习王万青同志团结包

容、守望相助的崇高风范，扎实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力推进年”活

动，深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

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计划，积极推动各族群众共居

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加快建设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样板区。

  报告会前，何谋保、胡晓华、仁青东

珠等会见了报告团成员，代表州委、州人

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和全州各族干

部群众，向报告团全体成员表示亲切问候

和衷心感谢。

何 谋 保 在 王 万 青 同 志 先 进 事 迹 宣 讲 报 告 会 上 强 调

对标政治品格铸忠诚 对标专业精神提本领 对标奉献情怀强担当
胡 晓 华  仁 青 东 珠 出 席  

兰 海 杯·2 0 2 5 临 潭（ 冶 力 关 ）半 程 马 拉 松 圆 满 举 办

3 0 0 0 名 选 手 参 赛  领 略 山 水 冶 力 关 独 特 魅 力

　　本报临潭讯  （记者 王满辉 吴

海平） 5月1 1日，兰海杯·2 0 2 5 临潭（ 冶

力关）半程马拉松在临潭县冶力关文化

广场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 0 0 0 名

跑者齐聚冶力关国家5A级旅游景区，感

受山水冶力关、生态大观园，开启自然与

人文交融的体育盛宴。

　　本次赛事由甘肃省田径协会指导，

中共临潭县委、临潭县人民政府主办，临

潭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冶力关镇

人民政府、冶力关景区管理中心、冶力关

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甘肃关曦文

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上午9时 ，兰海杯·2 0 2 5 临潭（ 冶 力

关）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赛。

　　本次赛事以“山水冶力关·生态大观

园”为主题，设置半程马拉松、健康跑/家

庭跑两个项目。21 . 0 9 7 5公里的赛道，是临

潭县精心规划的生态体验之旅。这条赛

道完美融合冶力关国家5A级景区如诗如

画 的 山 水 风 光 ，沿 途 皆 美 景 ，转 角 藏 惊

喜。将 军 观 天 气 势 磅 礴、白 石 山 巍 峨 壮

丽、赤壁丹霞鬼斧神工；庙沟村的人间烟

火气让人神往、池沟村的小桥流水令人

驻足、鼓舞天下的雄浑直击心灵。赛道从

海拔2 1 4 4 米的起点蜿蜒至2 4 8 3 米，累计

爬升近340米，恰似一幅镶嵌在洮州大地

上的七彩画卷，让每一位跑友与自然深

情相拥。

　　经过激烈角逐，各个组别的优胜者

相继诞生：来自甘肃兰州的王涛斩获半

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来自甘肃定西的

高成亮与来自青海海南的角巴才让分获

亚、季军；半程马拉松女子组方面，来自

甘肃定西的张景霞拔得头筹，来自甘肃

兰 州 的 肖 晶 和 甘 肃 定 西 的 杨 凤 霞 获 得

二、三名的佳绩。

　　本次赛事的奖杯以国家级非遗———

万人扯绳巨型绳结为原型打造，将临潭

“锲而不舍、团结奋进”的万人扯绳精神

凝结成永恒造型。缠绕的绳纹镌刻着洮

州先民征服自然的勇气，交错的结构诉

说着临潭儿女永不言弃的信念。这不仅

是胜利者的荣耀之杯，更是千年文化基

因的代代传承：拔河场上的万众一心，马

拉松赛道上的孤勇突破，皆是这片土地

上生生不息的奋进密码。

　　此外，本届赛事还推出“梦想陇原公

益跑”行动，邀请19位特殊跑者与数千健

儿同场竞技，享受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

当轮椅的轨迹与跑者的步伐在赛道上交

相辉映，当坚毅的目光与喝彩的声浪在

赛道上空交织升腾，体育精神正以最包

容的姿态在临潭得以彰显。这场体育盛

会早已超越速度与名次的较量，成为书

写 平 等、镌 刻 共 情、传 递 温 度 的 时 代

诗篇。

　　此次兰海杯·2 0 2 5 临潭（冶力关）半

程马拉松的成功举办，不仅为跑者们搭

建了挑战自我的竞技舞台，更以贴心服

务赢得众人青睐。赛事构建起多维保障

网络，从赛前全维度筹备、赛中全链条保

障到赛后全周期关怀，每个环节都浸润

着人文温度，让跑者们在感受冶力关自

然风光与文化魅力的同时，收获暖心、安

心的参赛体验。

◎记者 马保真 李喜才

    薛六十生

  莫 道 短 暂 ，追 忆 永 恒；莫

道无名，人心是名。

  王 万 青 ，这 个 名 字 ，即 便

又 一 次 聆 听 ，依 然 直 击 心 灵、

震撼人心，令人肃然起敬。

  5月12日下午，甘南大剧院

内一片肃穆，榜样之光 照亮

奋 进 之 路——— “ 甘 南 大 讲 堂”

王万青同志先进事迹宣讲报告

会在这里举行。

  五位报告团成员，用朴实

的 语 言、生 动 的 事 例、真 挚 的

情感，讲述了自己与王万青的

感人故事。现场一次次响起的

掌 声 ，是 大 家 对 这 位“ 时 代 楷

模”最深情的致敬和最深切的

怀念。

  1 9 6 8 年1 2 月2 6日，王万青

坐上了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他

选 择 了 甘 南 ，选 择 了 玛 曲 草

原 ，选 择 了 5 6 个 无 悔 的 春 夏

秋冬。

  作为王万青的长子，王团

胜 在 报 告 中 ，以《我 眼 中 的 父

亲——— 王 万 青》为 题 ，追 忆 了

父亲在玛曲草原的工作生活。

  “读书看报是父亲生活的

一部分。家里的床上、椅子上、

桌子上和他的值班室，到处都

是 书 和 报 刊。到 外 地 出 差 ，包

里也总会带着英语和俄文书。

在阿万仓工作的二十多年，遇

到疑难杂症，他就靠查阅俄文

版的医学百科全书，边翻译边

学习边工作。”

  到玛曲草原的第一天起，

王万青就保持着记工作和生活

日志的习惯，坚持了50多年。王万青对学习的执着，也启蒙

和培养了王团胜读书学习的习惯。

  王团胜说：“今日回想，父亲督促我学习知识，为我成为

一名合格的基层医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阿万仓乡工作环境非常艰苦，王万青没有退缩，始终

乐观以对，他常把门外时常响起的藏獒低号，称作‘ 草原行

医交响乐’……”阿万仓镇党委书记杨尼布在报告中说。

  王万青的马背成了牧民的“流动医院”。为了救助生命

垂危的患者，他不顾山路陡峭，纵马疾驰，哪怕摔得胳膊脱

臼，也咬牙坚持。他和妻子一同开展预防接种，穿梭在一顶

顶帐篷之间，成功控制了多种疾病的传播。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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