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奔流·兰州诗会”黄河之畔精彩上演

2024年10月8日 星期二
编辑 李刚A02 大事小情

魅力金城，黄河之都。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
商贸重镇，而今它又以文化魅力吸引着八方来客。9月29日晚
8时，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兰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兰州大剧院承办的“大
河奔流·兰州诗会”在黄河之畔精彩上演，同时也拉开了甘肃文
旅网红创作兰州站的序幕之曲。

兰州23所高校
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驿站

甘肃：县域游火出圈
小众景区成“新宠”

今年国庆假期，甘肃一些县域凭借独特风情、雅致环境、文化“加
成”，成为游客避免扎堆、个性化旅游的优先选项。“非著名”县域游热
力十足，彰显出县域文旅市场的生机和活力。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诗会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开场，融
合了朗诵、舞蹈、民谣等多种形式，向全
国观众展示金城兰州的文化风采，将甘
肃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壮丽的自然风光完
美融合。

诗会现场，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塔、
山、桥与波光粼粼的黄河水面交相辉映，
构成了一幅流动的诗意图卷。来自全国
各地的百位网络达人及媒体记者齐聚一
堂，他们携带着超过 2000 万的线上粉
丝，通过行进式、沉浸式的文旅采风创作
活动，深入探访“黄河明珠”兰州的魅力。

灵动飘逸的舞姿、雄浑激昂的鼓点、
声情并茂的吟诵……夜幕下的黄河之
滨，山、塔、桥、楼倒映在黄河水岸，水面
流光溢彩，在一幕幕诗歌舞韵的旋律中，
兰州的夜晚被赋予了无尽的诗意与浪
漫，同时也勾勒出金城千年丝路重镇的
历史积淀，描绘出新时代美丽兰州的动
人风采。

演出最后，上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
甘肃版图“玉如意”闪耀在黄河上空，随
后，无人机组成的造型不断变幻，陇南、
酒泉、临夏、平凉等13个市州的“诗意甘
肃·丝路长风三千里”文旅诗会特色标志
一一再现。此前，“诗意甘肃·丝路长风
三千里”文旅诗会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
陇南、金昌、临夏等 13 个市州。通过诗

歌朗诵和多种艺术表演形式，深入挖掘
并展示了甘肃各地的诗词文化资源和旅
游资源。

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演出在全场观众合唱歌曲《我
和我的祖国》中落下帷幕，此次诗会为广
大市民奉上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
宴，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当晚，诗意
甘肃·丝路长风三千里——“大河奔流·
兰州诗会”直播联动29家平台在线观看
人次累计超过2073.41万。

“兰州诗会”作为“诗意甘肃·丝路长
风三千里”系列诗会的重要一环，不仅深
入挖掘了兰州的诗词文化资源，还结合
兰州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精心
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近
期，兰州市文旅局以“黄河之滨也很美·
诗意兰州”为主题，推出了“黄河之滨也
很美·黄河大合唱”“边塞诗甘肃”诗歌朗
诵会等66项文旅系列活动，让黄河水畔
的诗意氛围与丰富的文旅资源相结合，
助推兰州文旅进一步火热出圈。

诗意甘肃，丝路长风三千里；诗意兰
州，黄河之滨会更美！伴着塔影河声、满
城秋色，“大河奔流·兰州诗会”的成功举
办，不仅为兰州的文化旅游事业注入了
新的活力与动力，也为甘肃文旅产业的
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与典范。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秋色正浓，走进位于甘肃省陇南市
宕昌县的官鹅沟大景区，云雾缭绕中，层
林尽染，瀑布飞溅。来自各地的游客沉
醉在如诗如画的秋景中，驻足观赏、打卡
拍照。

四川成都的游客周敏是一名徒步爱
好者。今年国庆长假，她提前做好攻略，
和两名好友相约徒步游览官鹅沟。“沿途
景色宜人、空气清新，不时能听见鸟鸣
声、水流声，亲近大自然的旅行非常解
压。”她说。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酒店等
配套设施的改造升级，在社交网络的加
持下，许多县域“非著名”景区受到越来
越多追寻小众游和体验感的年轻游客的
青睐。官鹅沟大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1
日至5日，官鹅沟大景区共接待游客5.3
万人次。

在官鹅沟大景区，伴随着当地原创
旅游歌曲《娥嫚》的旋律，游客们和身着
民族服饰的表演者在山水之间载歌载
舞，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如诗如画的美景，独具魅力的民族文
化，歌舞声把节日气氛拉满。”周敏说。

赏田园风光、吃农家饭、住农家院成
为众多游客休闲度假的首选，小城、乡村
也不断“更新”游玩方式——整洁干净的
民宿、人少景“野”的露营基地、香气扑鼻
的农家小炒，丰富多样的休闲活动为游
客提供了多样化的度假体验。

秋日清晨，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
县扎尕那景区，薄雾缓缓升起，四周山峰
奇石耸立。晨光洒落，雪山上缭绕的云
雾顿时泛起金边。这座平均海拔 3000
多米的高原村落，又迎来络绎不绝的游
客。

位于扎尕那景区观景台附近的“欢聚
农家乐”内，游客们一边观看日出，一边享
用早餐。“90后”小伙道杰东主是这家农家
乐的负责人。去年冬天，他趁着旅游淡
季，提前装修升级了民宿，提升服务质
量。今年，焕然一新的装修和现代化的配
套设备招揽来比往年更多的游客。

“早在国庆假期开始的前半个月起，
就有客人陆陆续续开始预订。这几天天
天住满。”他说。

甘肃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上半年，甘肃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8445.4 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 226.1 亿
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和 18％。
今年，甘肃省还投入5000万元省级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持续推进 5 个乡村旅游
示范县、50 个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建
设。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毛锦凰表
示，旅游市场向县域下沉，反映了人们对
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县域旅游要持续
火起来，不仅要靠“天生丽质”，更要创新
旅游产品，开发更有特色、性价比更高的
文旅产品，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据新华社兰州10月7日电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李冰洁）近日，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驿
站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暨高等院校公共
就业创业服务能力提升省级示范项目启
动仪式在兰州财经大学举行。目前，已
有23所兰州高校的实体驿站完成建设。

据了解，兰州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服
务驿站旨在通过搭建一个集咨询、指导、
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为在校大学
生及毕业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
创业支持。在运营模式上，驿站采用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
构+高校的三位一体模式，确保服务的
专业性和高效性。同时，还组建了一支
由人社部门骨干、高校专业教师和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等专业人士构成的百人职
业指导师团队，为大学生提供“一对一”
的精准指导服务。

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及
省教育厅指导，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办公
室、兰州市人社局主办。

仪式结束后，职业指导师为求职学
子们带来了大学生求职能力提升、大学
生求职技巧团体辅导等多个求职知识讲
座。同时，85家企业进校园开展校园专
场招聘活动，邀请职业指导师现场开设
求职能力提升公开课，3000余名在校大
学生和高校毕业生进场参与招聘，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210 人，同步举办的直播
带岗活动在线观看近5万人次。

开门忽惊叹，秋色已如许
今日3时00分寒露

9月29日，“大河奔流·兰州诗会”在位于美丽黄河之滨的近水广场精彩举行。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裴强 摄

官鹅沟瀑布。

北京时间10月8日3时00分迎来寒
露节气。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
七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民
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
介绍，寒露是凉爽到寒冷的转折，寒露过
后，日照减少得更多，热气慢慢褪去，寒
气渐渐增加，昼夜温差变得更大，北方的
空气也随之干燥起来。今年寒露节气当
天的农历时间是九月初六。

王来华说，古人根据对大自然的观
察，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
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其中，

“菊有黄华”强调了九月菊花开放，白、
红、黄、紫，颜色相间；直、卷、挑、乱，姿态
各异。正因为“菊有黄华”，深秋照样是
生机勃勃的，于是，农历九月又有了一个

雅致的名字——菊月。菊花，被中华文
化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着坚韧、
高洁、超然、逸致等多个品质特征。文人
墨客大都爱种菊、赏菊、咏菊、画菊，留下
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最为人们所熟
知的便是陶渊明的那句“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此外还有“不是花中偏爱
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园林尽扫西风去，
惟有黄花不负秋”等，佳句连篇，不胜枚
举。

“开门忽惊叹，秋色已如许”。寒露
时节，从北到南，由西向东，秋色或深或
浅，浓淡不一，千种姿态，百般变化。在
秋色中漫步，感受大自然的馈赠，正所谓

“阅尽满眼秋色，最是人间值得”。
据新华社天津10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