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上兰马 为自己加油喝彩

因为兰马，一座城的运动激情被迅

速点燃。因为兰州，马拉松被赋予了一

种新的姿态。在这个初夏，让我们一起

参与兰马，奔跑兰马，为你我加油喝彩。

从 2011 年开始，兰州的初夏就多了

一项让人期盼的活动，那便是引动全城

参与的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5 月 26 日

上午，2024 兰州国际马拉松赛在黄河岸

边鸣枪开跑，来自国内外 4 万余名跑

者，用他们的双脚丈量金城兰州之美。

从首届的全国最佳马拉松赛事到全国

金牌赛事，从国际铜标赛事到国际金标

赛事，11 岁的兰马，正如奔跑的少年，不

断成长，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发令枪声鸣响 ,一股浩浩荡荡的橙

色洪流开始沿着美丽的百里黄河风情

线激情奔涌。在加油声、呐喊声中，兰

州，这座城市的运动热情被迅速点燃。

作为一项体育赛事，马拉松已经完全

融入到了兰州人民的城市生活。在众

多跑者中，有一位退休的老警察，名叫

杨志兰，今年已经 65 岁的他，坚持马

拉松这项运动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兰

马更是每届不落。

42.195 公里的兰马赛一路风景，形

成了世界上最美的“亚高原黄金赛道”。

赛道上，选手们展开了激烈角逐，比拼耐

力和速度。身前的赛道越来越短，身后

的赛点渐行渐远。

一直跑下去，是一种热爱，是一份

情怀。十多年当中，他征战过五六十场

全国大大小小的马拉松以及越野比

赛。每次参加比赛获得的奖杯奖牌，杨

志兰都细心地当做宝贝收藏起来，日

积月累，这些各式各样的奖牌已经多

到一张桌子都摆放不下。这其中最让

杨志兰难忘的还是 2011 年第一届兰马

赛的奖牌。

因为爱上马拉松这项运动，杨志兰

的退休生活显得更加忙碌。家在兰马赛道

旁的他，每天早起跑步锻炼是他必做的功

课。如此“忙碌”，不仅收获了健康，也让他

真正地感受到兰州这些年的变化。

初夏的兰州，绿树成荫，鲜花盛开。

云端之下，黄河两岸高楼林立，美不胜

收，九曲十八弯缓缓向东流去的母亲河，

仿佛诉说着丝绸古道的神奇魅力。生活

在兰州的市民，参与兰马的跑者，都用自

己的温柔善待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如今，兰州马拉松在马拉松爱好者

的圈子里越来越火。家门口的赛事，让

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马拉松这项运动。

他们相约在一起，自发组团锻炼，享受

奔跑带来的快乐。清晨，兰州的马拉松

公园里，总能看见兰马跑团晨起锻炼的

身影。

王小凌是兰马跑团的队长，她还有

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赛前指导教练。在

跑团里，她经常会为队员们讲授跑步知

识，还会指导他们一起热身，做拉伸锻

炼，避免他们受伤。

兰马跑团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他

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马拉松，组

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队长王小凌还

和队员们给跑团起了一个热辣滚烫的新

名字，“37 度”跑团。

在兰马跑团中，高善茂被大家戏称

为后勤保障队队长，因为他总会为一起

锻炼的跑者，准备好甜甜的西瓜，让队员

们在慢跑中，既能消去夏日的燥热，还能

收获甜蜜的回忆。

黄河、牛肉面和《读者》杂志，是过去

兰州的 3 张城市名片，如今又增加了马

拉松。兰州，这座西北城市，因为一项赛

事享誉海内外。在 10 年的奋进中，兰州

就这样跑进了马拉松时代，跑进了全国

及世界人民的心里。越来越多的外地人，

通过兰马相聚在一起，穿上跑鞋，丈量兰

州的美。

已经成功举办 10 年的兰马，从首届

近 2 万人参赛，到如今的 4 万人规模，

兰马的报名火爆到了“秒杀”的地步。如

此多人的规模，对于安保执勤工作来说，

就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在“兰马”开赛前，

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反恐特警大队的

队员们顶着烈日，一遍又一遍踏察着“兰

马赛”安宁段的线路。

古老的马拉松运动，让兰州这座古

城焕发出勃勃生机，也让奔跑的新兰州

完成了又一次华丽蜕变。“兰马之夜”是

本届兰马众多配套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也是兰马自创办以来，借助文旅力

量举办的一场声势浩大、集文、体、旅于

一体的大型博览会。

十一年兰马，让兰州赢得了“运动之

城”的美誉，也彰显着兰州的魅力。十一

年来，兰马早已从一项竞赛运动，一步步

发展为宣传城市形象、带动城市发展、引

领全民健身的主力军。它用最为阳光的

方式，将体育所特有的精神一点点地注

入到城市的血脉之中，让整座城市为之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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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产业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

带动效应，是促进消费升级的支柱产业。

这段时间，甘肃省文旅行业总结推广“天

水经验”，助推“麻辣烫热”向“文化旅游

热”拓展延伸，推动全省文旅市场持续火

爆，促进全省文化旅游消费大提升。

“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随手

拍、网红打卡、短视频摄影、百米长卷写

生，这些在近期的临夏市随处可见。牡

丹花竞相绽放，微风吹来，花香四溢，游

人漫步其间，尽享夏日美好时光。以“花

开临夏五千年”为主题的 2024 河州牡

丹文化嘉年华活动自 5 月初开办以来，

为广大游客送上了一场又一场别开生

面的文旅盛宴。

在百里牡丹长廊，由非遗曲艺表演

者和非遗传承团队带来的“河州贤孝”

“河州平弦”等非遗传承节目一经亮相，

立即吸引了市民和游客的目光。表演者

身着传统戏服，伴着优美的曲调，为现

场观众带来了眉户剧《花亭相会》、《河

州小调串烧》、河州贤孝《解放临夏》等

一系列临夏非遗曲目，让大家感受到了

河州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大型沉浸式文旅剧《游花开临夏五

千年》在临夏市八坊十三巷展演惊艳亮

相。古典音乐和柔美灯光交相辉映，演

员们身着华美的服装，扮着精美的古风

妆容，将河州特色融入剧中，还原出一

段段河州故事。演出现场观众摩肩接

踵，跟随演出队伍的脚步移步换景，“走

进”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重镇的历史

场景，零距离感受茶马互市的热闹景

象，亲身体验河州三绝、花儿临夏的魅

力。观众或与剧中人物互动，或打卡拍

照，现场十分热闹。

一业兴、百业旺。旅游正在不断发挥

综合带动作用，释放强大的“乘数效应”，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游客纷至沓来，

在八坊十三巷开店多年的马元雄也感受

到了文旅产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临夏市深入挖掘本土文旅资源，精

心打造一系列文旅活动，用独具特色和

创意十足的文旅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加

深入、全面的文旅体验。游客可以在牡丹

长廊品鉴国色天香、在大夏河畔欣赏明

星演艺、在凤凰山下感受竞技魅力、在八

坊古巷触摸历史印记、在蝴蝶桥下慢享

闲适时光、在鲜花港里邂逅玫瑰仙子、在

美食街中品尝河州味道、在树莓基地畅

饮花儿精酿……尽情感受“花儿临夏·在

河之州”的独特魅力。

从今年 4月中旬开始，敦煌莫高窟提

早进入旅游旺季。神秘的石窟、优美的壁

画、壮观的 9层楼，让游客流连忘返。

“畅游如意甘肃 共享美好时光”。这

段时间，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鸣沙山月牙

泉进入了旅游旺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在这里体验大漠风情。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不间断加强旅游安全管理，积极引导游客

安全出游、文明出游。敦煌研究院策划了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参观

莫高窟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敦煌文化。

“乡村四时好风光”，今年天水市多

家景点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游

客可以通过参与自然观光、温泉康养、民

俗体验等活动，感受自然时令魅力，享受

桃源生活。每到春夏之交，清水县漫山遍

野的丁香花如期盛开，花潮如海，绚烂如

霞，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花观

景、打卡拍照。

依托 10 万亩野生丁香资源，清水县

通过选、引、育、繁、造并举，试验、示范、

推广相结合的方式，栽植宝马丁香、北京

丁香等国内外名优品种 50 多个 1.5 万余

株，打造全省品种最全、档次较高的丁香

文化产业园，并通过连续举办 2 届丁香

文化旅游活动，聚力打造丁香产业品牌。

丁香主题公园也成为市民赏花观光、休

闲度假的“网红打卡地”。

用眼睛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华夏。

走进康乐县莲麓镇河口村，白墙红瓦房

错落有致，与绿油油的田园相映成趣，漫

步其中给人移步换景的体验，村庄面貌

由“一时美”转向了“持久新”，处处呈现

出美丽新农村景象。河口村周边村民借

助美丽的田园风光和毗邻河口 3A 级景

区的优势，先后开起了多家农家乐，成了

周末及节假日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当地

群众也因此吃上了“旅游饭”。

让百姓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是莲

麓镇河口村的旅游发展目标，这些年，当地

累计投资 4800多万元实施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建成农家乐 5家，年接待游客

1.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9万元。

今年以来，甘肃省文旅市场精彩不

断、持续火爆。1-4 月，全省累计接待游客

1.04 亿人次，初步测算游客旅游花费 715

亿元，同比增长 33%和 52.3%。全省各地

围绕“文旅 +”创新发展路径，紧扣文旅

产业“品牌创意、沉浸体验、年轻消费、产

业发展”等思路，打造了一批富有吸引

力、带动力的现代农业观光游、环湖山水

风光游、田园农旅生态游、乡村民宿游和

文旅康养游等特色化项目。从推进旅游

为民，到实施旅游带动；从推动文旅融

合，到促进交流互鉴，全省文旅产业不断

发挥为民、富民、利民、乐民的积极作用，

日益成为具有显著特色的幸福产业。

优质文旅聚拢的是人气、汇聚的是财气、

点燃的是烟火气。全省文旅产业多面开

花，文旅活动精彩不断，文旅宣传热度不

减，文旅市场提速发展，广大游客尽情畅

享如意甘肃之旅，体验丝路文化魅力，共

享甘肃文旅发展盛宴，越来越多的百姓

挣上了“文化钱”，吃上了“旅游饭”，文旅

产业成了名副其实的幸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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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深圳文博会

多彩非遗“秀”出甘肃范儿
绿马玩偶、临夏葫芦雕刻、河州

泥塑、天水竹雕……第二十届深圳文

博会上，甘肃省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

非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集中展现了

甘肃省多姿多彩的非遗文化魅力，

“吸睛”又有“范儿”。

在第二十届深圳文博会甘肃主题

馆内，一组来自河州泥塑非遗传承人常

天平师徒的作品《如意甘肃 西北秧歌》

格外显眼，参观者总会在展台前停下脚

步，啧啧称赞，细细询问。有人感叹，何

以如此生动逼真。有人好奇，它是怎么

搬运至此的。还有人想要合作。刘先生

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做景区管理工

作，他就很想把常天平的泥塑作品引入

景区。“一看就知道这位老师功夫下得

很深，作品很有生活气息，这就是下了

功夫的。我们单位原来采购过类似的泥

塑作品，大概有几万个这样的小泥塑，

现在我们觉得这种更好、更生动，想更

换一下。”

《如意甘肃 西北秧歌》长 6 米、宽

2.4 米，雕刻了 108 个人物，这是常天

平特意为参加本届文博会创作的，作

品反映的是陇原儿女在丰收之后，满

怀喜悦，载歌载舞的场景。常天平想

通过这件作品，向来自全国各地乃至

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展示西北人豪迈

质朴的精气神。几天下来，常天平从

他们欣喜的眼神、频繁的询问，以及

国际友人细细品鉴的神态中，看到了

大家对自己泥塑艺术的喜爱，这让他

很开心。“一些国外友人，尽管我们语

言不通，但是从他们拿着手机一个劲

拍，以及他们脸上的灿烂的笑容，我就

知道他们读懂了我的艺术的语言。所

以我觉得这件作品是来对了。”

同样受欢迎的，还有来自天水竹

雕非遗传承人吴云生和他女儿吴礼的

竹雕作品。吴云生是深圳文博会的老

朋友了，他的作品在展会上屡获大奖。

今年深圳文博会，他带来了《清明上河

图》《陶渊明入仕图》《天水关收姜维宴

款图》，以及竹雕组件《蝈蝈笼》。这些

作品精雕细刻，方寸之间全是细节，无

论人物，还是风景，都刻画的栩栩如

生，让人大为惊叹。展台前，不时有人

驻足细品，吴云生不厌其烦地跟他们

分享着作品的精妙之处。“陶渊明入仕

图这个里面，陶渊明是个酒仙，那怎么

表现呢，你看，他一手托着后脑勺，一

只手扶着嘴边的一个莲叶，另外一边

的书童拿个斗往上面灌酒，他（陶渊

明）在另一头吸着喝，酒仙的豪迈就出

来了。”

吴云生说，在深圳文博会这样的

国际性展会上，他不仅让更多人看到

了北方竹雕艺术的发展，同时，随着眼

界的不断开阔，自己对传承好这一独

特的非遗技艺有了更大的信心。“想做

的更大，走的更远，能销售到去全世界

去，这是我们的愿望。现在我们正在往

这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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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十个少数民族聚居地

这条“云岭天路”已开通半年
5 月 26 日 7 时 56 分，由昆明开

往香格里拉的 C118 次旅客列车从昆

明站正点始发。丽香铁路开通运营已

有半年，累计发送旅客 118.3 万人次。

为填补西部空白，拉动滇西北地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野云岭天路冶
进一步推进西部交通发展

迪庆，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

方”，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多民

族聚居、多文化交融，是世人追寻的

“世外桃源”。由于金沙江、澜沧江等江

河将群山切割成深深的峡谷，道路交

通非常不便。当地居民要走出大山、物

资运输，主要依赖航空和长时间的汽

车出行两种方式。

2023年 11月 26日，复兴号动车组

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站开

出，向丽江方向驶去，标志着滇藏铁路重

要组成部分丽江至香格里拉段开通运

营。迪庆州结束不通火车的历史，香格里

拉接入铁路网。自香格里拉乘火车，1小

时2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丽江，最快 4小

时30分钟到达云南省会昆明，填补了滇

西北延伸至藏区没有铁路的空白。

截至目前，丽香铁路货运量超

65.4 万吨，煤、小麦等物资源源不断通

过铁路到达香格里拉，藏区的松茸、当

归等药材产品也搭乘“铁路快线”走出

高原，走向世界。

野云岭天路冶
为滇西北旅游注入新动能

据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

局相关数据统计，2024 年春节前七

天，迪庆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71.50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5%；累计实现

旅 游 收 入 4.0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0.2%。2024 年“五一”假期，迪庆州

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78.24 万人次，同

比增长 6.41%，日均接待水平较 2019

年增长 53.65%。

丽香铁路开通以来，每日开行动

车组列车由最初的 8 列增加至如今的

14 列，2024 年 5 月 1 日发送旅 客

13916 人次，创开通运营以来单日旅客

发送量最高。

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纽带

丽香铁路串联起沿线 23870 平方

公里的 29 个乡镇，穿越藏族、纳西族、

彝族等十个少数民族聚居地。

列车上采用藏族独有的格桑花

图案定制列车台布、靠枕套等，打造

“扎西食集”主题餐吧；还提供“汉、

藏、英”3 种语言广播、藏文点餐牌，

方便藏区人民出行；配有血氧仪，方

便有需要的旅客检测使用，让旅客

一上车就能感受到雪域高原的独特

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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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嘉峪关关城下，立关城而环

顾，关外野旷天低，关内田畴翠绿，村民

宽敞的砖房和小楼，整齐地排列在柏油

路两侧。

生于关城下，长在长城边，蔺晶打小

就听父辈们反复讲，“望见长城，就到了

家。”村里人说，自明朝建起关城后，就

有了村。又说，村因长城而生，人靠长城

而活。

小时候，他见长辈们农事再忙，也要

无比上心地巡护。长大成人后，南下几

千里，做了厨师长，在别人口中，他还是

“长城下来的人”。

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蔺晶遇到

过一位华侨。当对方得知他来自嘉峪关

时，一下来了兴致，关城有多高、长城是

啥样……问题一个接一个。蔺晶不无感

慨，出门在外，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嘉

峪关”。

那年年底，蔺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

村子。看到高耸的城楼下，城墙的缺口抚

平了、裂痕弥合了，这还是当年的“土墙”

吗？这是儿时对万里长城的想象呀！

父亲告诉蔺晶，他外出后没多久，政

府又启动了一轮长城保护维修。村里的

老少爷们积极参与，牵着毛驴拉土、担着

桶子挑水，干了 2 年多，修“活”了先人们

建起的长城。现在，每天都有外地人前来

参观，汽车多到数不过来。

蔺晶决定返乡，开办起了全村第一

家农家乐，家、店一体。在外的经历，开阔

了蔺晶的眼界，起手就是“餐饮 + 住宿”，

8 间客房干净亮堂。他丈量过，出家门左

拐，走 700 余步，再右拐，走 100 余步，就

到了关城。

2013 年后，蔺晶的农家乐就成了“网

红店”，客人不绝。他将家里的民宿改造升

级，增加床位、安装空调、提高档次。“去年

4 月到 10 月，40 间客房没有一间房是空

的。”说话间，蔺晶的电话响了，游客预订

了 3间客房、一桌饭，中午 1点左右到。

长城雄姿再现，游客越来越多，嘉峪

关村 80%的劳动力聚在了旅游等产业，

现有农家乐 18 家、农家旅馆 10 家。2023

年，嘉峪关村人均收入较 2019 年提高了

8000 多元，达到了 2.8 万元。

漫游在嘉峪关村，一步走过 600 年。

东连酒泉、西接玉门、背靠黑山、南临祁

连。内城、外城、瓮城，城楼、垛墙、甬道，

长城凝固了时间，蔺晶也有了新身

份———长城沿线三镇的旅游协会会长。

5 月 20 日，他赶了个时髦，牵着妻

子的手从马道上关城，儿子紧随其后。蔺

晶说，妻子第一次来嘉峪关，他们就是这

样登上的关城。

蔺晶一边走，一边对儿子不停地说，

说的是父辈们当年对他讲的老“话”：村

因长城而生，人靠长城而活……讲到激

动处，挥舞的双手像在指挥一场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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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嘉峪关村

“望见长城，就到了家”

吃“旅游饭”
强纪律转作风 抓落实促发展

———甘肃省各地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集中学习

按照党纪学习教育总体安排，连

日来，甘肃省各地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读书班集中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

要论述，集中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增强纪律意

识、提高党性修养。

庆阳、金昌、平凉、嘉峪关、兰州

新区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集中

学习。采取个人自学、集中学习、专题

辅导、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

神，逐章逐条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

在学习中大家一致认为，开展好

党纪学习教育，要在学习上再深化，要

学懂弄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

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党章党规党

纪作为修身从政的“案头书”，切实学

深悟透、融会贯通《条例》内容，准确把

握其中的新变化、新要求。要主动接受

学习教育的淬炼洗礼，以纪律教育的

常态化、长效化，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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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学习教育挣“文化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