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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里续携手 浙青谱写“山海情”
文/图 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办公室 记者 边红霞吴燕华

初夏的江南，鸟鸣虫吟，微风暖阳。在“人间天堂”杭州，山水风光相映成趣，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刚结束“山宗水

源 大美青海 感恩奋进——浙江·青海文化旅游互动年”启动仪式不久，2024年“浙青一家亲·共筑山海情”文化走亲活动又马不

停蹄走进了杭州市、湖州市、嘉兴市、宁波市，山呼水应、山海情深，浙青两省又一次“心连心 手牵手”，深化友谊、共谋发展。

“祖国聚宝盆·神奇柴达木”
的浪漫风采

5月15日至21日，“浙青一家亲·共筑山海情”文化走亲演出活动分别在浙江

音乐学院、湖州师范学院、嘉兴大学、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举行。海西州民族歌

舞团将高原的壮丽与文化的多彩完美交融，带来了一场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

宴。演员们用热情洋溢、自由奔放的歌舞和丰富多彩、斑斓多姿的艺术形式，传

递了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团结奋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与心声，让

在场的观众仿佛置身于海西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之间，从听觉、视觉、氛围、情感等

方面全方位感受海西的多彩与魅力。精彩的演出使浙江百姓深刻感受海西这片

土地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以前对青海知之甚少，今天看了宣传片和歌舞表演后，我体会到了青海的

美丽以及海西的魅力。我必须找个充裕的假期带家人一起去一趟。”杭州市民肖

海威说着伸出大拇指。

“听着慷慨激昂的音乐，看着婀娜多姿的舞蹈，海西这片陌生的土地仿佛在

我眼前展开了一角。这场晚会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海西的民族服饰，感受到了

海西的民族文化，更让我们领略到了属于海西人民的豪迈与热情。跨越千山万

水，我们在这里相遇，浙青一家亲！”湖州师范学院老师陈馨感慨地说。

“这次的演出非常精彩，蒙古族的歌声舞蹈，让我们感受到了广袤的大草原

和粗犷大气的民风民俗。藏族歌手演唱的歌曲《天路》《青藏高原》非常嘹亮，非

常好听，非常震撼，希望今后能够多组织这些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两省之间深厚

的情谊。”宁波市民殷越说。

“节目非常震撼，很有特色，我们现场师生反响非常好，很多人都说想去青海

走一走了。”嘉兴大学团委书记张婧嫄讲道。

几场活动，“祖国聚宝盆·神奇柴达木”——海西州不仅让大家听见了她的声

音、看见了她的样子，更是走进了浙江人民的心里。

从三江之源到丝茶之府，当雄壮之美与灵秀之美相遇，这不仅是一次文化旅

游的宣传推介，也是海西人民感恩浙江无私支援的情谊表达，更是浙青两省进一

步深化两地文化交流、促进双方文旅市场共同繁荣发展的实际行动。

“江南水乡”与“魅力海西”
的深度交流

5月17日至21日，“浙青一家亲·共筑山海情”专场推介会分别在湖州、嘉兴、

宁波举办。每场推介会上，海西州都可谓带着满满的诚意，围绕投资环境、文旅

资源、农牧产业开展专题推介，并为浙江籍游客重磅推出景区、星级饭店、州内航

班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充分表明了两地交流合作、互惠互利、广交朋友的热诚愿

望。很多市民在看了推介视频后表示，海西的山川湖泊令人神往，海西是非常值

得去的地方，希望有机会能去一趟。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全面宣传推介海西的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同时也将为州内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我们坚信，

通过我们不断努力以及浙江援青的加持，我们有能力、有信心让海西优质农畜产

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农牧企业参展商青海云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淑

琴称赞道。

海西州委农办主任、州农牧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全明在推介活动结束后说：

“我们这次农畜产品推介是以‘神奇柴达木’品牌为牵引，以浙江广阔的消费市场

为导向，助力海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出去，更好促进海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附

价值的整体提升，进一步扩大‘神奇柴达木’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促进海西农

业加速转型。”

“5月14日，我们带着高原人民的热情来到浙江，各地党委政府和宣传、旅

游、文化等部门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50余家省内外知名旅行社、旅游

协会和重点文旅企业及20余家媒体代表共3000余人次参加此次活动。我们

与四市文化旅游协会、旅行社及文旅企业签约32个项目，签约资金达4亿元。

我们的文艺演出场场爆满，气氛相当热烈，线上观演人数累计达20万人次。活

动期间，我们还开展‘快闪’活动4次，发布各类宣传视频30余条，累计覆盖人

群超过500万人次。”海西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

长杨金山讲道。

此次文旅农牧推介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地呈现了海西丰富的

文化旅游资源和农畜产品特色，借助浙江平台渠道的“舟船之力”，深层次推

动海西文旅农畜产品“扬帆出海”，不断提高“祖国聚宝盆·神奇柴达木”的美

誉度。

浙青两地共筑未来

从2010年起，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州的重大战

略部署。从此，一条饱含真情厚意和生机活力的纽带，越过万水千山，在“江南水

乡”与“魅力海西”间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浙江省委、省政府把开展对口支援工

作作为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大政治任务，从政策、项目、资金、产业、智力等方面多层次、全方位

给予鼎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为海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对口支

援15年来工作成果丰硕，进一步巩固发展了浙青山海相连、人文相亲的兄弟友

谊，取得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本次文化走亲活动我们以‘浙青一家亲·共筑山海情’为主题，通过文旅宣

传、农牧推介、摄影展览、文艺表演等形式，持续讲好70年来海西故事，15年来浙

江援青故事，通过走亲戚、拉家常，助力海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和‘国际

旅游目的地’建设，不断增进浙青两省人民感情。几场活动下来，不仅拉动海西

农畜产品消费，促成两省产业协作，还产生了整体的、联动的、系统的宣传效果，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海西多元的民族文化、奇特的自然风光、独有的区位优势和良

好的投资环境，更好地促进了浙青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州委副书记、副州

长，浙江援青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詹茂伟在活动结束后总结道。

山海相连、情感相通，浙青两地再一次共赴“诗与远方”之约，浙江省援青指

挥部助力海西文旅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15年援青故事也将不

断续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