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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获悉，备受瞩目的第二十二届九色甘

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将于 2024 年 8 月

4 日在合作市盛大开幕。本届艺术节以

“团结奋进七十五载，盛世欢歌九色甘

南”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甘南藏族自治

州丰富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以及经济

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

本届艺术节由中共甘南州委、甘南

州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合作市委、合作

市人民政府承办。活动旨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大力宣传甘南特色文旅资源，提

升“全域、全季”旅游品质，持续放大

“圣境甘南·心灵之旅”品牌效应，为甘

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贡

献力量。

艺术节开幕式将于 8 月 4 日上午在

国家 4A 级景区合作市当周草原举行。

开幕式文艺演出将以气势恢宏的千人马

队表演和特色马术表演开场，展现草原

儿女的豪迈情怀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文

化。同时，将邀请知名歌手和本土艺人同

台献艺，歌唱伟大祖国，歌颂盛世中华。

现场全体群众和游客将共同参与草原大

合唱，将开幕式推向高潮，最终以规模盛

大的千人锅庄舞收尾，展现民族团结的

盛况和甘南儿女的炽热情怀。

除了开幕式，本届艺术节还将举办

多项精彩纷呈的活动，包括第二届羚城

音乐节、合作市第九届民族运动会、锅庄

舞体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木特藏

戏”展演以及招商引资活动。这些活动将

全面展示甘南的文化旅游资源、民族体

育精神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游客和

市民带来一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文

化旅游盛宴。

近年来，甘南州在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全

州持续深化环境革命，保持“全域无垃

圾”的良好环境；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大力培育文化旅游和特色农牧产业，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加强民族团结

进步工作，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这些成就为本次旅游艺术节的

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盛夏的甘南草原，蓝天白云下、青

山绿水间，一幅幅如诗如歌、如梦如幻的

迷人画卷正徐徐展开。第二十二届九色

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的举办，不仅是

对甘南文化旅游产业的一次全面展示，

更是对甘南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共筑中

国梦的生动诠释。我们诚邀社会各界朋

友来到美丽的甘南草原，共同见证这一

文化盛事，共享草原的欢乐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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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国夏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在临泽县沙河镇西关村成功举办

甘肃省文旅厅参加
2024 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暑期开启文博热“加强版”
中华文化展现强大吸引力

三星堆文物北京展“人山人海”，山

西博物院预约火爆，成都游客冒雨排队

看太阳神鸟，苏州博物馆加场夜游活动

……暑期刚至，持续高涨的文博热成为

中国一道靓丽的旅游风景线。

国家文物局不久前发布通知，提倡

博物馆适当延长开放时间、“非必要不

预约”。首都博物馆、北京天文馆、三星

堆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

西历史博物馆、湖南博物院等多地博物

馆纷纷延时开放，并通过开设夜游、沉

浸游、体验游等多种形式，让游客更便

利、更直观地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对历史文化十分痴迷的李铖，每到

一座城市必先参观当地博物馆。参加完

高考的这个暑假，他和母亲姚雪从内蒙

古到成都旅游。

“我们‘见缝插针’安排参观行程，

第一站就是收藏有太阳神鸟金饰等珍

贵文物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姚雪

说，他们还准备前往三星堆博物馆、成

都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参观。

在太阳神鸟金饰所在展厅，参观者

把这件“镇馆之宝”围了个水泄不通，其

中就有正在西南财经大学参加短期课

程的新加坡大学生杰伊。

“中国历史厚重、文化多样。学习了

解各地不同的文化十分有趣。”她对记者

说，希望更多了解成都，包括这座城市的

形象标识———太阳神鸟。她了解到，作为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表达了中华

先民向往太阳、崇尚光明的飞天梦想。

暑期文博游涌动的人群中，有很多

和杰伊一样远道而来打卡“中国游”的

外国人。在苏州博物馆看到中国春秋时

期的精美青铜剑展品，美国青年埃萨

特·布科连连赞叹：“第一次到苏州，但

我已成为这里的超级粉丝。”

中华五千年文明正在成为中国作为

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的核心吸引力。据

中国旅游研究院入境游客满意度专项调

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将体验中国

文化作为来华旅行的主要目的。

截至目前，中国 144 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适用口岸已增至 37 个，今年上半

年外国人来华数量同比攀升 152.7%。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各大博物馆

“各显神通”，持续提升观众观展体验。

故宫博物院上新《故宫展览》App，只

需指尖轻点，便能“空降”到故宫“殿堂”；

三星堆博物馆引入数字化展示系统，参观

者可以借助高科技和古蜀文化互动，沉浸

式体验古老而神秘的三星堆文明；苏州博

物馆推出了“拙政问雅·夜苏博 Plus 版”

夜游活动，游客可以凉凉快快地享受古典

园林与现代建筑的融合之美。

广受欢迎的“常博奇妙夜”活动今年

暑期推出了全线开放的夜赏、非遗剧目

的夜演、以“解谜”为主的夜游、与知名科

普作家面对面的夜读等一系列夜间专场

活动。

“博物馆夜游不仅让夜生活更加多

彩，还让孩子徜徉在文博的海洋中，学到

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带孩子来体验“常

博奇妙夜”活动的常州市民刘国庆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经验的丰

富，文旅融合已成趋势，以文化、历史为

标识的文博场馆、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广

大游客的“必选项”。

勾栏瓦肆中的民间绝活，蹴鞠现场

的阵阵叫好，大型演出现场的战马啾啾

……八朝古都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重现

宋朝的市井生活、建筑风貌。

这个以中国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

为蓝本的大型主题公园，暑期推出了宋

“潮”你最美·清凉泼水秀、大型沉浸式夜

间马战《岳飞·郾城大捷》等系列特色演

出，每日最高接待游客超 3 万人次。

中国目前有北京、南京、杭州、苏

州、开封、正定、曲阜等 140 多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在迅猛发展的城镇化进程

中，这些城市实施了大规模历史文化遗

产抢救与保护，打造出一座座“超大的

城市博物馆”。

“了解一座城市，先走进博物馆”是

时下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共识。“文博热”

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热”，尤其是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也包括海外游

客对中华文化的好奇与探求。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仅要看秀美的

自然风光和广博的历史人文，还要体验

发达的高铁和充满烟火气的美食街。中

华文化正对各国游客产生越来越大的吸

引力。”戴斌说。

目前，中国有 57 项世界遗产，其中

文化遗产 39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

项。截至 2023 年，中国拥有 6833 家博

物馆，每年参观人数超过 12 亿人次。

渊杨晓静 康锦谦 刘巍巍 史林静 罗鑫冤

湖光潋滟草色青，牧歌悠扬马蹄

欢。7 月 17 日至 18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

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

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4 年全国

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甘肃省文

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殿俊出

席主场活动。

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文化和旅游

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沐阳对全国暑期

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作了整体安排。他表

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积极培育文娱旅游等新消

费增长点的决策部署，文化和旅游部将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机结合，坚持供需两端发力，

扩大优质产品供给，顺应广大群众新期

待、新需求，创造新产品、好服务。围绕拓

展乡村、城市、数字、夜晚、国际 5 大消费

空间，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和城

市发展。丰富数字文化产品供给，发展夜

间文化和旅游经济，实施入境旅游促进

计划，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健康发展。他指

出，暑期是一年中时间跨度最长的旅游

旺季，大中小学生进入假期，职工休假较

为集中，人民群众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

旺盛。组织开展 2024 年的全国暑期文

化和旅游消费季，旨在抢抓暑期出游的

“黄金期”，发布优质产品及惠民措施“大

礼包”，激发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丰富群众暑期文旅生活，为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更大的综合效益。他强调，一是突

出优供给，以产业融合创新产品业态。持

续推进文化、旅游与体育、商业、影视、康

养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提升旅游文化内

涵，丰富旅游体验内容。各地要立足资源

禀赋，突出地域特色，深入推进融合发

展，以新业态、新模式为文旅发展注入新

活力。二是突出扩需求，以特色场景激发

消费活力。要依托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创新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丰富国

风国潮、艺术时尚、演出展览、美食消夏

等夜间消费吸引物，推动有条件的文博

场馆、旅游景区加开夜场或延时开放，激

发消费新动能。三是突出惠民生，以丰富

优惠举措惠民乐民。要结合暑期文化和

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实施票价优惠、消费

满减、折扣套餐等惠民措施，针对学生和

老年人等不同群体，推出定制化优惠服

务，发放避暑消夏文旅礼包，让优质文旅

产品惠及更多居民游客。四是突出强服

务，以良好环境提升消费体验。要统筹好

消费促进和文明建设，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加强部门协同，因地制宜、规范有

序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引导

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提升服务质量，营

造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努力培育良好

的文旅品牌形象。

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国气象服

务协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推出“避暑消

夏好去处”“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暑期旅

游产品。中国石化、中国银联、中信银行、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等分别发布暑期文化

和旅游消费惠民活动安排。有关支持机

构发布第二批、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消费指南、国家级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客流分析。

主场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产业

司会同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经济司，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自

然博物馆举办了户外空间文体商旅产业

融合发展交流活动，11 位专家和市州（企

业）代表，聚焦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文体

商旅融合发展、运动户外消费趋势、户外

空间发展路径、科技点亮文旅新体验等

方面共话真知灼见、共享经验成果，为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据悉，文化和旅游部以“文旅惠民乐

民·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组织开展

2024 年暑期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

活动，旨在聚焦暑期文旅消费特点，以更

广领域资源整合、更全范围惠民活动，推

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夜间文化和旅游

经济创新发展，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强

劲活力。全国各地将举办超 4000 项约

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围绕夜间游、

避暑游、亲子游、研学游等消费热点，推

出发放消费券、票价优惠、消费满减、折

扣套餐等惠民措施，打造水上运动、戏剧

节、音乐节、艺术节、动漫节、演唱会、展

览展会、文体赛事等新场景，持续激发暑

期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渊毛彬冤

第二十二届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
将于 8 月 4 日在合作盛大开幕

阴 本报记者 贾磊

7 月 20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公

共服务司主办，中国文化馆协会、甘

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化馆、

张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中共临泽

县委、临泽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地

欢歌 福耀枣乡”2024 年全国四季

“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在临泽县沙河

镇西关村成功举办。当地群众与全国

各地游客 3000 多人参与系列展演展

示活动。

此次全国四季“村晚”夏季示范展

示活动，主要包括“夏日欢歌”文艺节

目表演、“临泽游礼”乡村农特文创产

品展销、“丹霞宴”美食集市、“匠心传

承”非遗作品创作展示，以及民俗体

验、“钟灵毓秀·幸福沙河”采风写生创

作活动、“农味十足欢乐多”农民趣味

运动会、“畅享渔乐”垂钓 8 项主题活

动。群文团队、乡镇干部、各村村民表

演的传统舞蹈、歌曲、器乐、快板舞、秦

腔等节目，展示了临泽乡村文化的独

特魅力；农特产品企业现场展示展销

了特色产品，并开展直播带货、网红达

人带货促销活动；当地省市县级非遗

传承人现场制作并展示了面塑、雕刻

葫芦、剪纸、草柳编等项目，热情邀请

游客参与传统民俗活动；全县书画摄

影爱好者、抖音达人、自媒体创作者开

展现场采风和书画创作、摄影、短视频

编发；沙河镇干部群众开展了跳绳、拔

河等农民趣味运动活动，场面热烈，气

氛活跃，群众参与度高。

临泽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临

泽县聚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结合民俗节日、旅游旺季、品牌活

动，积极鼓励和引导具备条件的乡镇

常态化举办“四季村晚”，坚持广大百

姓唱主角，持续擦亮“村晚 +”品牌，集

聚乡村资源，促进文旅融合，推进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充分激发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文化活力。沙河镇党委负

责人表示，将以西关村的夏季“村晚”

示范展示活动为契机，抢抓乡村全面

振兴大好机遇，持续发展壮大乡村旅

游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丰富群众文化供给，提升百姓的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甘肃省公共文化云、市县融媒体、

网络达人直播了相关活动，网络观看

量达 28 万人次。

渊王涛冤

第五届黄河之滨文艺展演开幕
黄河之滨华灯似梦，颂歌嘹亮欢

声震霄。7 月 19 日晚，由中共甘肃省

委宣传部指导，省文旅厅主办，甘肃演

艺集团、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黄

河风情线大景区管理委员会承办，兰

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协办，兰州银

行支持的第五届黄河之滨文艺展演在

兰州体育文化广场开幕，省市有关部

门领导和 6000 多名各界群众、来兰

游客观看了演出。

开幕式上，甘肃省歌剧院精心打

造的综艺晚会———《奋进新征程·时代

欢歌》精彩上演。舞台之上舞蹈《荷花

颂》美轮美奂、如梦如幻，舞台之下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女声四重唱《为祖

国干杯》豪情四溢的旋律拂过黄河水

面，恰似在与奔腾的河水齐声合唱；敦

煌舞《飞天》宛如仙境之影，恰似一幅

绚烂多姿的美妙画卷。最后，演出在

歌舞《我的甘肃》中徐徐落下帷幕，歌

舞飞扬颂陇地，情怀炽热赞甘肃，令现

场观众深深沉浸其中。黄河的波涛声

是这场演出天然的背景音乐，奔腾不

息的河水仿佛也在为这精彩的表演鼓

掌。微风拂过，带来丝丝清凉，整个黄

河边，沉浸在一片欢乐与祥和之中，成

为人们心中永恒的美好回忆。

本次展演活动旨在深入贯彻习近

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

落实全省旅游发展推进大会精神，唱

响“黄河之滨也很美”，助力“强省会”

建设，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丰富

广大市民和游客精神文化生活，促进

兰州文旅市场发展。本次文艺展演将

从 7 月 19 日持续至 8 月 4 日。展演期

间，不仅在体育文化广场安排了 15 场

文化惠民演出，甘肃黄河剧院、人民剧

院、甘话 60 剧场、77·演艺工场等演

出场所也将作为分会场，共计演出 40

场。演出形式丰富多样，涵盖音乐会、

儿童剧、舞剧、戏曲、曲艺、杂技、综艺

等多种艺术形式，以满足不同观众的

审美需求。

渊陈锦冤

在九色甘南共赴诗与远方
格桑花开幸福吉祥，甘南谱就诗

意篇章。7 月 20 日晚，甘南藏族自治

州合作市香巴拉文化广场上华灯璀

璨，海螺喷泉随着欢乐音符映出五彩

光影，如织的各地游客和当地市民群

众沉浸在一片诗与歌的海洋之中。由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甘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甘南州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合作市人民政府、甘

南州融媒体中心、兰州宣天下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诗意甘肃·丝

路长风三千里”系列文旅诗会第八场

活动———“格桑花开·甘南诗会”精彩

举行，一场以诗歌为主线，融汇甘南文

艺元素的诗会活动向广大游客和当地

群众充分展示了极具魅力的秀美风光

和地域风情。

身着节日盛装的文艺工作者，用

开场舞《吉祥甘南》向现场嘉宾观众表

示热烈欢迎并致以热情祝福。随后，在

“和谐甘南”篇章中，诗朗诵《寻梦香巴

拉》，将观众带到诗人笔下灵魂宁静、

没有喧嚣、没有污染的梦幻香巴拉；歌

伴舞《格桑梅朵》唱响了汉藏儿女携手

共建甘南的动人故事；舞蹈《首曲弹

唱》将“天下黄河第一弯”的美景和“藏

族民歌弹唱之乡”的人文展现在舞台

之上。在“美丽甘南”篇章中，诗朗诵

《黄河源头的歌》《雪山之歌》，将甘南

的山河融入诗篇，吹响了生命涌流不

息的号角；歌曲《山谷里》童声与女声

二重唱，带来了山居者的空谷幽响；舞

蹈《藏墙夯舞》生动展示了勤劳藏族同

胞的生产生活场景。在“富裕甘南”篇

章中，诗朗诵《格桑花开》抒发出人们

对甘南这片灵魂的栖息地、自由之神

畅游的诗和远方的深情赞美；服饰展

演《阿克班玛》以甘南当地特色服饰展

现了这片土地上绚丽多彩的民族风

情。在“幸福甘南”篇章中，诗朗诵《羚

羊城》用动人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羚

城合作的热爱与对美好明天的希冀；

组合唱《幸福甘南》将陇原藏乡的祝福

献给四海宾朋；舞蹈《春天的脚步》以

踢踏舞的欢快节奏，表现出雪域人民

祈盼春天降临的热切心情。在“平安甘

南”篇章中，舞蹈《洮州情》将非遗“洮

州花儿”和临潭尕娘娘服饰融合一处，

展现出民族大团结大发展的精神风

貌；歌伴舞《脊梁》将演出推向高潮，新

时代青藏之窗迎接新的希望，美好的

愿景让观众心潮澎湃。当晚的演出在

现场全体文艺工作者欢快的舞蹈中落

下帷幕。

奔赴心灵之约，收获最丰满的记

忆；吟咏圣境甘南，聆听最壮阔的波

澜。省直和甘南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全国各地网络达人和游客，以及当地

干部群众共 3 万余人现场观看了演出

活动，1031.5 万人次通过“人民网”甘

肃频道、“新华网”客户端、“如意甘肃”

抖音号、“微游甘肃”视频号、“新甘肃”

客户端、“奔流新闻”客户端、“甘南文

旅”抖音号等 14 家视频直播平台在线

观看了演出。 渊宣学洲冤

7月 14日袁在江苏省镇江博物馆袁江苏大学志愿者为小朋友介绍文物遥
新华社发渊石玉成 摄冤

游客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内观
看民俗表演渊6 月 27 日摄冤遥

新华社发渊受访者供图冤

关于我公司张倩尧宋晓华二位同志
拟申请记者证人员的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地方报刊申领记者证的相关要求，现对

我公司拟申领新闻记者证的人员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 10 天

（2024 年 7 月 25 日-8 月 7 日）

拟申请记者证人员院张倩 宋晓华

监督电话院8928525
甘肃广电报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7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