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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州以“弘扬文明婚俗理念”

为出发点，积极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各项系

列活动，将新时代文明贯穿于群众生活，

倡导和践行“零彩礼”“低彩礼”成了社会

关注的焦点。

从比拼排场到规划幸福

　　夏河县科才镇政府工作人员旦正才

让和在科才镇卫生院工作的妻子索南卓

么结婚时，共同响应科才镇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乡风文明的号召，摒弃陈规陋习，践

行“低彩礼”的婚嫁方式，简约而温馨的婚

礼不仅让他们感到幸福和满足，也感动了

在场的每一位来宾。随着科才镇深入推进

“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工作的开展，

“十提倡、十抵制”倡议被越来越多的群众

认同，人人提倡喜事新办、抵制高额彩礼。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甘肃省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

理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方案》明确把深入开展农

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作为推进乡村

振兴和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 ，以县（ 市、

区）为基本治理单元，以“限高”“减负”为

主攻方向，以破除婚俗陋习为着力重点，

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标本兼治，着力

健全科学有效、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

　　玛曲县木西合乡职工才旦道吉与西

热昂毛的婚礼，摒弃了传统婚俗中的铺张

陋习，新人双方作为公职人员，发挥带头

作用，践行婚俗新风。这场由“零彩礼”引

发的文明变革，正从“个案试水”到“全域

规范”演变，为高原牧区乡村振兴注入清

新 之 风 ，也 为 民 族 地 区 移 风 易 俗 提 供 了

“尊重传统而非束缚于传统”的实践范本。

从立新规矩到树新榜样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观念的

逐渐改变，婚嫁习俗中的“彩礼”问题逐渐

凸显。高昂的彩礼费用不仅给新婚夫妇带

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导致了一些家庭

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现象。

　　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结合

甘南实际，发布《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

婚俗倡议书》，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事新

办，是社会进步、城乡文明的标志，是每个

家庭的共同责任，《倡议书》倡导大家携起

手来，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为爱“减

负”，为幸福“加分”，做文明新风的倡导

者、传播者、践行者。

　　卓尼县洮砚镇古路坪村的何胜强和

唐红贤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双方家庭

经过协商，一致决定不收取任何彩礼。在

婚礼上，新人表示，他们更注重彼此之间

的感情，不希望被高额彩礼所束缚。这场

“零彩礼”婚礼得到了全村群众的认可和

赞扬，成了当地倡导文明婚俗的典范。古

路坪村红白理事会借此机会广泛宣传“零

彩礼”婚礼的意义和好处，引导更多的家

庭向他们学习。目前，该村已有4对新人选

择了“零彩礼”或“低彩礼”的婚礼形式，文

明婚俗新风尚在该村逐渐形成。

从轻人情债到浓孝善情

　　临潭县新时代“媒人”丁彦青，通过线

上渠道广泛发布信息，为单身男女牵线搭

桥，致力于推动婚恋新风尚。在他的帮助

下，婚龄男女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有的新

人还达成“零彩礼”的共识，将重心更多地

放在感情培养和未来生活的规划上，传递

文明、健康、简约的婚恋新风尚。

　　《甘肃省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

治理工作方案》提出，广泛开展“抵制高额

彩礼、倡导文明婚俗”主题宣传进乡村行

动，深入农村、面向群众，大力宣传有关法

律规定、综合治理政策要求及高额彩礼的

危害等，年内实现主题宣传行政村全覆盖

并常态化开展，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

观、生育观、家庭观。  （下转二版）

文明新风尚 润物细无声
— —— 甘 南 州 积 极 推 进 移 风 易 俗 弘 扬 文 明 新 风 纪 实

　　本报夏河讯 （记者 袁茂润） 今年

一季度 ，夏河二、三产目标任务高质量完

成，各项指标再居全州前列。其中，第二产

业增加值完成0.9 4亿元，增速30 . 1%，位居全

州第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7 . 3 % ，

位居全州第一；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量完成

4.92亿元，增速7.2%，位居全州第一；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总 量 完 成 1 . 4 6 亿 元 ，增 速

1.9%，位居全州第四。

　　近年来，夏河县研究制定“一企一策”

工作机制，安排专人为企业实行全生命周

期跟踪，从企业落地建设到投产运营，纵向

汇报衔接上级部门、横向协调对接相关单

位，全程不间断服务，确保企业安心生产、

大胆促销。注重产业发展延链补链强链，推

动产业协同发展，依托全县文化旅游和特

色畜牧两大首位产业，落实联农带农工作

机制，引导龙头企业与小微企业、农牧民合

作社协同发展，以龙头企业为引导的聚集

群、上下游企业联动的一、二、三产全链条

协同发展现状全面形成。

　　全面摸排县域企业现状，建立梯度培

育体系和构建分层培育库，按企业规模、潜

力建立“四上企业”“专精特新”等分层培育

库，全力争取落实政策、资金，成功培育5家

创新型中小企业、4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新增5家限额以上批

零住餐企业。

　　建立健全企业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形

成经济运行调度机制，对全县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分层级、分类别

开展“日监测、周调度、月分析、季通报”调

度，全面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态，及时发现

企业存在问题困难，迅速研判协调帮助解

决，确保经济指标持续提升，数据纳统科学

全面。同时，科学完善、全面落实领导包联

企业制度，州县975名领导干部对全县1538

户企业、合作社进行包联 ，重点聚焦企业

“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发展要求，加快

创新驱动树立营商品牌，优化涉企服务深

化“放管服”改革，简化涉企流程，建立涉企

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对企业反映的问题“一

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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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民俗展魅力 文旅融合促团结

临潭县第十四届洮州民俗文化旅游节开幕

　　本报临潭讯 （记者 马

保 真  牛 力  邓 永 强 ） 近

日，临潭县第十四届洮州民俗

文 化 旅 游 节 在 历 史 文 化 名

镇——— 新城镇开幕。来自四面

八方的各族群众、游客齐聚这

座六百年的明代卫城，共同开

启一场探索临潭历史文脉、品

味地道洮州风情、感受民族团

结交融的文化盛宴。

　　开幕式在歌曲《洮州欢迎

你》中拉开帷幕。《拔河赋》艺

术化再现了已载入吉尼斯世

界纪录、象征军民同心与民族

团 结 的 临 潭“ 万 人 扯 绳 ”奇

观；《多 彩 的 哈 达》传 递 着 藏

汉回等各族儿女的深情厚谊；

《吉祥鼓舞》擂响了高原儿女

奋进新时代的强音。《雪域娇

子》《洮 州 情》等 节 目 轮 番 登

场，演员们用歌声唱出家国兴

旺的豪情，用舞姿跳出幸福安

康的喜悦。

　　本届民俗文化旅游节为

期三天，以民俗为桥，文旅为

媒，诠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深刻内涵。“龙神赛

会”让观众亲身体验这一延续

六百余年、融合军事记忆与江

淮遗风的独特民俗，深刻感悟

先辈戍边屯田、艰苦创业的精

神，增强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

力。“ 原 生 态 的 花 儿”比 赛 唱

响融合时代新声、歌颂民族团

结 的 非 遗 旋 律；“ 商 贸 交 流”

活动则为游客提供了品味地

方 特 色、促 进 经 济 互 动 的 平

台，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多维

度 、沉 浸 式 民 俗 文 化 视 听

盛宴。

　　近年来，临潭县精准解读

“文化为旅游铸魂、旅游为文

化赋形”，系统保护与传承江

淮 遗 风、多 彩 民 俗、厚 重 历

史、洮商精神、璀璨生态和红

色基因六大文化脉络，扎实推

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同时，

以冶力关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为引领，着力做优旅游产品、

做精旅游服务，让这片热土成

为 感 知“ 圣 境 甘 南·心 灵 之

旅”的亮丽窗口。

穿越“簪簪花花之之路路” 串起自然与人文的梦幻之旅

◎记者 高淑兰 吴海平

　　当“藏乡江南”的诗意温柔地邂逅

“簪花之路”的浪漫，一幅绝美的画卷在

舟曲这片土地徐徐展开。这不仅仅是一

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与自然相

拥、历史与文化交融的深度对话。

　　舟曲，以一条绵延142公里的“簪花

之路”为灵动丝带，蜿蜒穿越立节镇、大

峪镇、武坪镇、插岗乡、拱坝镇、曲告纳

镇、博峪镇6镇1乡 ，而后与四川永和路

网相接。这条线以“花”为主题 ，匠心独

运地将21个古村落精心串联起来。沿着

这条路前行，仿佛踏入了一个自然与人

文交织的梦幻之境。

　　“簪花之路”名称源自舟曲藏族女性

以鲜花为簪的习俗，象征对自然的敬畏

与生命的礼赞。线路通过挖掘民间故事、

歌谣等文化素材，将历史脉络与现代文

旅结合，成为传承藏乡文明、展示地域风

情的“风景廊道”。

　　一路上，白龙江百里画廊的壮美令

人心潮澎湃、拉尕山云海秘境的奇幻让

人仿佛置身仙境、博峪藏寨花谷秘境的

秀丽则如同一首清新的田园诗，繁花似

锦 ，尽显自然之美 ，让人真切地领略到

“一眼望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神奇自然

之美。

　　“簪花之路”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与规划，巧妙地融入大九寨旅游经济圈，

实现了与迭部、九寨沟等地的跨区域串

联发展。这种跨区域的融合，为游客带来

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旅游体验，让人们在

领略舟曲独特魅力的同时，还能感受周

边地区的别样风情。

　　武坪镇沙滩国家森林公园景区负责

人樊雪莉说：“在‘ 簪花之路’没有开通

之前，这里的风景也特别美，但是游客比

较少 ，路通之后 ，这边的游客也越来越

多，串联起沿线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同时

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发展。”

　　这条廊道，绝非仅仅是自然风光的

简单集合，而是一条串联沿线藏寨村落、

非遗工坊、休闲农业、康养体验、自驾探

险的黄金旅游线路，是一条展示舟曲优

美自然风光和深厚人文底蕴的生态建设

之路，更是一条统筹山前山后资源布局，

有效破解发展瓶颈的民族团结、富民增

收、文旅融合之路。

　　武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战友表

示，“自从打通‘簪花之路’，增强了武坪

镇旅游文化影响力，带动了旅游业和各

产业稳步发展。”

　　一路行进，看到古村落、生态景区和

非遗体验廊道紧密相连，途中丰富多彩

的民俗展演更是一大亮点。这条从拉尕

山云海到白龙江碧波，从三国沓中遗址

到博峪藏寨花谷的旅游动脉，不仅是地

理意义的“交通线”，更是舟曲践行“两

山”理论的“转化轴”、书写民族共融的

“文化链”、撬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在“三生三世”打卡点，邂逅穿越千

年的爱情传说；在悬崖绝壁“鬼门关”，

聆听峡谷与引擎共鸣的自然交响；在

博铁之巅云端牧场 ，定格生命与自然

的双重礼赞；在林海氧吧的松涛声中，

洗去旅途疲惫；在达玛广场的歌舞海

洋中，感受别样的民族风情。巴寨沟的

曲纱圣水、拉尕山的云卷云舒、人命池

的悲情传说、苜蓿滩的绿野仙踪、大海

沟的曲径通幽。每一处，都是大地与时

光精心雕琢的杰作 ，等待着大家以车

轮为笔 ，在山水画卷中书写独属于自

己的精彩篇章。

　　“簪花之路”蜿蜒穿行的不仅是山

水林田的生态本底，更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鲜活实践。近年来，舟

曲县锚定“文旅赋能型”县域经济发展

定位 ，深耕“藏乡江南 花开舟曲”文

旅品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面推

进核心景区建设、双子城风貌美化、乡

村旅游发展等八大行动 ，让这片土地

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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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舟曲讯  （记者 马应凯 通讯员

 孙晓文 严田恩 张文谦） 近日，舟曲

县第七届巴藏朝水民俗文化活动暨农特产

品推广会举行。

　　各族群众循着千年足迹，踏上通往巴寨

山神瀑的朝圣之路。飞瀑之下，水珠如天降

之甘霖，众人掬起清冽圣水，或轻洒额头，或

小心盛装，被赋予祝福与洁净之意的神水，

承载着对风调雨顺、家园安康最深的渴盼。

　　活动中，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原生

态舞蹈“摆阵舞”“多迪舞”震撼登场，生动演

绎着古老的传说和历史，展现出藏族人民的

勤劳与智慧。夜幕降临，广场上燃起篝火，各

族群众手拉手，跳起欢快的锅庄，来自五湖

四海的游客也纷纷加入其中，尽情享受这欢

乐的时刻。

　　舟曲“巴寨朝水节”作为甘肃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县

域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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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制 高 额 彩 礼
推 进 移 风 易 俗

深深 化化““ 三三 抓抓 三三 促促 ””行行 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