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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丝绸之路国际啤酒节”开幕

8月10日，由张掖市甘州区联合甘

肃文旅传媒公司举办的首届“丝绸之路

国际啤酒节”在张掖市甘州区中心广场

正式开幕。本次节会以“彩虹张掖诗意甘

州”为主题，不仅是张掖城市文化繁荣发

展的生动展现，更是促进丝绸之路沿线

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媒介，将为游客

和市民带来一场难忘的文化体验之旅。

据了解，本届啤酒节自 8 月 10 日

开始，至 8 月 31 日结束。期间，设置“啤

酒的海洋”“美食的盛宴”“艺术的碰

撞”“文化的交融”四大类体验项目，到

场的广大游客和消费者们可以品尝到

几十种啤酒品类、各式各样的地道张掖

小吃和新奇的特色美食，观赏到省级、

市级文艺院团带来的视听盛宴和西游

记主题沉浸式巡游、杂技动物环球飞车

表演等精彩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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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气这么热，下班之后和几个

朋友过来这边喝点啤酒，吃点夜宵，聊聊

天，看看节目，感觉还是非常惬意。”市民

苏建伟正在和朋友坐在一起闲聊。

在酷热盛夏，消暑纳凉成为消费

领域的新热点，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

和消费场景，特别是啤酒广场等消暑

纳凉的夜间消费聚集区，正以其独特

的魅力和丰富的活动内容受到广大消

费者的亲睐，成为推动消费增长和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

啤酒广场作为集餐饮、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消费新场所和夏

日消暑的新亮点，不仅为消费者提供

了舒适的纳凉环境，还融合了餐饮、

娱乐等多种元素，既延长了消费时

间、拓展了消费空间，还大大丰富了

市民的夜消费体验，激发了更多消费

需求，让消费市场信心更足，让市民

生活幸福感更强。

朦胧的夜色褪去了白天的燥热，

璀璨的灯光照亮了灵台这座小城，清

凉的夜风轻轻拂过，县城南山公园的

啤酒广场逐渐热闹了起来，肉串在烤

炉上香气四溢，精彩的节目与酷炫的

灯光交相辉映，杯中的啤酒与盘中的

美食相映成趣，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

中焕发出了夏日经济的蓬勃生机。

“夏季天气比较炎热，到了晚上大

家都喜欢到外面散散步、吃点夜宵、喝

点啤酒，缓解一下燥热带来的不适感，

我们在县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南山

公园开办了这个啤酒广场，给大家提供

一个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大家可以在这

里喝啤酒、看节目、尝美食，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严把食品安全关，不断丰富餐

饮种类和节目种类，争取把这份小生意

做大做红火。”南山公园啤酒广场负责

人刘小东说道。

近年来，灵台县积极响应市场需

求，深挖“灯光下的消费潜力”，致力于

丰富夜间经济消费业态，通过完善服务

设施、实施环境提升和亮化改造，举办

村 BA、夏日村晚等特色活动，着力培育

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夜间消费新

场景，依托县内优势资源，打造了南山

公园等多家啤酒广场及康家沟、干槐

树、王家庄等各具特色的乡村避暑消费

聚集区，以优美的环境和丰富多样消费

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观光消费，有效

促进了当地消费的升级，为县域经济的

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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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打造消暑新场景

近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甘肃省委宣讲团在省直机关

宣讲。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直属机关

工委常务副书记郭耀庭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郭耀庭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决定》，从

深刻认识和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深

刻认识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体要求，深刻认识和把握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深刻认识和把握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全力以

赴抓好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五个方面

对全会精神进行了详细解读。

会议强调，省直机关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要政治站位更高、标准要求更

严、行动更加自觉，在深化思想认识、

加强学习领会、推动措施落地上当好

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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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陇原儿女持续接力，向沙漠

“宣战”，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从沙漠“虎口”求生，到同沙漠和谐共

生，绘就了一幅壮丽多彩的防沙治沙甘

肃画卷。

翻开地图，甘肃省形如一柄如意，

深深嵌入祖国西北内陆，成为承东启

西、连南接北的枢纽。同时，由于深居内

陆，甘肃也是我国土地沙化和遭受风沙

侵袭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陇原儿女持

续接力，向沙漠“宣战”，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从沙漠“虎口”求生，到

同沙漠和谐共生，绘就了一幅壮丽多彩

的防沙治沙甘肃画卷。

新时代愚公精神

仲夏时节，位于甘肃省武威市民勤

县的青土湖，波光粼粼，水鸟翔集，芦苇

摇曳。很难想象，这座湖泊曾一度干涸，

成为风沙策源地。

青土湖是河西走廊一条重要的内

陆河———石羊河的尾闾湖。史料记载，

明清时期，青土湖水域面积约 400 平方

公里，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 70 平方公

里。20 世纪 50 年代，因上游建设水库和

农田开垦，青土湖面积逐渐缩小，直至

彻底干涸、沙化。

民勤，有“中国沙乡”之称。我国第

三、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从

西、北、东三个方向将民勤半包裹住，民

勤就像一柄绿色的“楔子”一样深深插

入其间，阻挡着两大沙漠的“握手”。

住在青土湖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

青土湖干涸以后，湖区成了一望无际的

沙丘，每逢春季风沙漫天，吹得人睁不

开眼。

为了不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当地下决心治理湖区生态环境。随着石

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程的推进，民勤把

青土湖作为全县防沙治沙的重点，从

2010 年起向青土湖实施生态补水。当

年，上游水库下泄生态水量 1290 万方，

干涸了半个多世纪的青土湖重现绿波。

经过多年持续生态补水，目前，青

土湖水域面积稳定在 26.7 平方公里，周

围湿地面积达 106 平方公里，地下水位

不断攀升，局地小气候大为改观。

青土湖的变迁是甘肃多年来持续

治沙造绿的生动缩影。距离民勤县 150

公里外的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场长郭

万刚的父辈们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联合起来，向沙漠“宣战”。他们喝冷

水、睡地窝，人背驴驮，将压沙的麦草、

树苗运往沙漠，传到现在的郭万刚侄

子、八步沙林场管护员郭玺手里已经

是第三代了。

“过去条件艰苦，祖辈们义务治沙

只能靠人力。现在我们用工程治沙，大

大提高了治沙效率。”郭玺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八步沙、六老汉，

三代人坚守沙漠，用愚公精神筑起绿色

屏障。他们先后完成治沙造林 28 万多

亩，把八步沙绿洲向沙漠过渡地带整体

推进了 30 公里。昔日“出门八步就是

沙”，变成如今步步都是景。

代代相传的治沙精神，让河西走廊这

个我国北方防沙带重点区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截至目前，河西走廊北部风

沙前沿地带已建成长达 1200 多公里、面

积 460 多万亩的防风固沙林（带），470 余

处风沙口得到治理，1400 多个村庄免遭

流沙危害，甘肃全省森林覆盖率由 1977

年的 4.03%提高到目前的 11.3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唐芳林表

示，作为“三北”工程建设重点省份之一，

甘肃经过几代人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奋

斗，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

沙漠合体，抵御了沙化土地向河西走廊、

青藏高原蔓延扩展，锻造了“困难面前不

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新时代愚公精

神，成为新时代激励人们打好“三北”工

程攻坚战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野浅绿冶走向野深绿冶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

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地跨长江、

黄河两大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区、北方防沙带建设区和黄河

长江等重要水源涵养区。但同时，甘肃地

形地貌又复杂多样，是我国西北生态环

境最为脆弱的省份之一。数据显示，甘肃

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 1900 多万公顷，沙

化土地面积 1200 多万公顷。

面对浩瀚沙海，甘肃几代治沙人在

传承治沙精神的同时，运用科技治沙、工

程治沙等办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一幅防沙治沙新画卷徐徐展开。

从武威市凉州区驱车沿东北方向一

路行进，驶出 30多公里后，一排排光伏板

整齐地矗立在沙漠中。这是位于凉州区九

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内的中国电建水

电七局 2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现场。

所谓光伏治沙，是指在沙漠搭建光

伏板，光伏板上太阳能发电，板下撒播沙

生植物，达到既发电又治沙的双重功效。

“我们负责建设的这片光伏治沙项目

占地 6500 亩，相当于 607 个标准足球

场。”项目技术负责人肖铧介绍，光伏板设

计高度为 2米左右，如同一个个立起来的

沙障，经过测算，当风沙流通过光伏板时，

风速显著降低，挟沙能力大大减弱。在光

伏板外围，建设者们同步布设草方格沙障，

撒播沙生植物，形成光伏板外围防风固沙

林、光伏场内固沙区的有效固沙形态。

沙漠缺水，选择适宜生长的沙生植

物至关重要。肖铧说，项目建设方与成都

理工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经过场址区

域类型及周边植被调查，根据植物的适

应性、耐旱性、造林难度、生态经济价值

等，采用沙米、沙蒿混播形式进行撒播，

同时通过地埋式蓄水桶配合“水罐车 +

人工浇灌”的灌溉方法，为光伏治沙区植

被恢复提供技术支撑。

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治

沙改土的模式，使光伏产业与生态治理

深度融合。据统计，在武威市凉州区光伏

治沙产业园区，已栽种樟子松 8 万余株，

板下铺设沙障、种植沙生植物 2 万余亩，

新的治沙模式让治沙成果两丰收。

在甘肃，几代治沙人从最初的铁锹

开沟埋草，到沙障机压草方格，从光伏治

沙到数字化监测，“治”“防”相结合，效率

大为提高。

据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旭晨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三北”工

程建设力度持续加大，全省完成防护林

建设和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2200 多万

亩。目前，“三北”工程前五期项目已经完

成，重点风沙口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2023 年以来，甘肃将河西走廊武

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 5 市 20 个

县全部纳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阻击战范围，加紧实施“三北”工程

第六期。据测算，甘肃初步谋划“三北”六

期建设项目 46 个，总投资估算 245 亿

元，初步规划造林种草压沙和成果巩固

任务 6500 万亩，全省防沙治沙实践从

“浅绿”走向“深绿”。

资源劣势变发展优势

“天上不见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

头跑，黄沙四季扰。”这是毗邻巴丹吉林

沙漠边缘的酒泉市金塔县鼎新镇前些年

的真实写照。

金塔人胡兵自幼生活在这里，在他

印象中，风沙一起，遮天蔽日，能见度最

差的时候只有几米。为此，胡兵跟同村很

多年轻人一样，很早背井离乡，远赴青

海、新疆讨生活。

2011 年，胡兵偶尔回家探亲，赶上一

场罕见的沙尘暴，风沙连刮了三天，风停

后，流沙翻过了一米多高的防沙墙，把田

间的水渠都填平了，村民眼看着地里的

庄稼被风沙掩埋，不禁唉声叹气。

这次经历对胡兵触动很大，立志绝

不让沙漠把家乡“埋没”。他用打工创业

积攒下来的钱注册成立了大漠农林生态

产业股份公司，带领乡亲们和风沙搏斗。

“防沙治沙不能光靠蛮力，要用巧办法。”

胡兵说，为了找到适合的沙生植物，

创造更多效益，激励更多身边的人投入治

沙行动，他先后来到国家林草局、上海交通

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部门和科研单位，向

专家求取发展沙漠林业经济“真经”。

最终，他们确定了梭梭嫁接肉苁蓉、

白刺嫁接锁阳的发展路子。通过多年实

验和技术改良，肉苁蓉和锁阳的嫁接成

活率不断提高。胡兵还筹集资金建起了

一座 50 吨容量的种子库，向国内其他防

沙治沙单位提供良种。

2023 年，大漠农林生态产业股份公

司参加大湾区招商推介活动，成功把大

漠肉苁蓉推向了粤港澳地区，实现鲜果

每公斤 38 元的订单销售。

沙漠虽然被视为生命禁区，但多年

来，沙漠边缘的陇原儿女早已学会了和

沙漠的相处之道，将资源劣势变发展优

势，造福人类。

走进民勤苏武沙漠大景区摘星小镇，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充满科技感的白色

球形帐篷，如同一颗颗珍珠散落在沙漠之

中，与周围绵延起伏的沙丘相得益彰。仲夏

夜晚，微风拂面，驼铃声声；抬头仰望，星河

灿烂，一种历史感和未来感油然而生。

民勤年均晴好天气近300天，视野通

透，几乎一年四季皆可看星星，是国内最佳

观星地之一。摘星小镇正是当地利用沙漠

资源和苏武文化打造的沙漠天文科普特

色小镇。该小镇以“沙漠之星”观测为主题，

集天文观测、休闲度假、科研科普等功能为

一体，将整体建筑设计成科幻风格的“星际

基地”，游客置身其间犹如进入外星球，零

距离感受栖身沙海、仰望银河的神秘。

在摘星小镇外围，国内外艺术家创

作的 130 余尊雕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

沙漠之上，将茫茫大漠装点成充满诗意

的“雕塑艺术之洲”。

2020 年，沙漠雕塑国际创作营和摘

星小镇景区建成并投入运营，4 年来，已

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160 万余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3300 多万元，为当地乡村振

兴增添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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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宣讲团在省直机关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

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

陶冶心灵之美。今年上半年，甘肃省文

旅消费持续稳中向好，接待游客人数增

长 27%，游客旅游花费增长 35%，为全

省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进入八月，甘肃省各地文旅市场持

续走热。在张掖七彩丹霞景区，36 个各

式各样的热气球相继从彩色丘陵间升

空，五彩斑斓的热气球带来的视觉冲击，

令游客们直呼过瘾。

在临夏，人们尽情领略松鸣岩景区青

峰接云、松鸣如涛的自然风光，驱车沿着

太子山旅游大通道，欣赏一路水墨山居美

景。暑期以来，漳县遮阳山景区成为攀岩、

登山、骑行等户外运动的时尚之选。

夜间消费新场景为文旅市场注入新

生机。在兰州，乘船夜游黄河越来越受游

客青睐。游客可以乘船欣赏中山桥、白塔

山公园、水车博览园、黄河母亲等著名景

点，尽享“黄河之滨也很美”。

在敦煌，人们逛夜市、赏玩文创产品，

品尝地道小吃、选购心仪的旅游纪念品。

在嘉峪关关城景区，灯光犹如画笔，把关

城古建筑群组成的“画卷”上描绘出不同

的画面，游客们行走其中，尽享视觉盛宴。

红色游持续升温。在静宁，游客们在

界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瞻仰

革命旧址、参观文化展览、聆听红色故事。

在通渭榜罗会议纪念馆，一张张珍

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保存完好的实物，

吸引着参观游客。

乡村游异彩纷呈。 白银水川镇以

花为媒，探索花旅融合新模式，缤纷绚丽

的花海让游客们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甘肃省将着力构建“敦煌引领、丝路

串联、网状协同、全域推进”的旅游发展

新格局，加快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打造

世界知名、国际一流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为建设旅游强国贡献甘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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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2023年 6月 1日袁 工人在武威市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管护喷
灌管道 范培珅 摄

在张掖七彩丹霞景区袁36个各式各样的热气球相继从彩色丘陵间升空

摘星小镇

甘肃省民勤县青土湖景色 聂建江 摄

甘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