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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面食精品深受
游客欢迎。

我们齐聚一堂，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国家战略，共同交流黄河文化、黄河故事传承与发展的好
经验，探讨新思路、描绘新蓝图，凝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共识和力量，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助力添彩。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
义和重大战略意义。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彰显中华

文明、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更是时代的需要。
中国报协将努力与媒体朋友一起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讲好黄河故事”作为共同的目标，深度挖掘黄河文化蕴
含的时代价值，保护好黄河文化遗产，推进黄河文化公园建
设，弘扬黄河文化精神，从更高远、更广阔的黄河文化范畴开
展更富有现实价值的考察调研、学术交流、新闻宣传，更好服
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中国报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报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胡线勤：

传承黄河文化 挖掘时代价值

黄河，作为沿黄九省区人民共同的母亲河，不仅为沿
线人民提供了甜美的乳汁、酿造了沿线人民优越的生活，
而且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在开发黄河、保护黄河、利用黄河的历史进程中，留下
了多少感人的故事？为黄河增光添彩的黄河儿女，在这里
做出了多少彪炳千秋的贡献？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又为
我们提供了多少新闻素材？

黄河，是一个亟待挖掘的新闻富矿；黄河文化，是一座
仍在衍生且还在充实的宝库！

有许多写黄河的作品产生过重大影响；熠熠生辉的黄
河文化，哺育了一代代作家、一代代新闻工作者。曾有大

量的好作品感染过受众，还将有更多的好文章陆续问世。
黄河在继续造福人类，黄河文化也在不断丰富，在黄河沿
线寻找写作素材，从黄河文化中吸取营养，是人民的呼唤，
也是时代的要求，对于探索者、发掘者、弘扬者来说，也一
定会有丰厚的回报。

保护黄河、弘扬黄河文化，是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
历史使命！我们应该更自觉、更主动地承担起这个使命。

在此，我呼吁大家，都来关注黄河、爱护母亲河，对母
亲河倾注更多的感情，为母亲河做更多、更有益的事，为保
护母亲河、合理利用母亲河、让母亲河不断流、少污染、继
续造福子孙后代，做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站原站长庄电一：

弘扬黄河文化是媒体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变乱交织的世界大背景下，弘扬黄
河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讲好黄河故事，这个故事不仅
要给中国人讲，给中国的当代和未来一代讲，以更好地延
续黄河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同时我们还要积极主动和生动
地对国际社会讲述璀璨的黄河文化和黄河故事，并且要讲
深讲透讲活，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渊源，了解中国的深厚历史底蕴，了解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中国倡导和推进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精神逻辑。

黄河文化是沿黄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世世代代的社

会生活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既有物质层面的宝贵财富，又
有精神层面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仅要保护好黄河文化的
物质层面，包括黄河流域的历史文物、考古遗址、古建筑
群、灌溉工程等，更要保护好黄河文化的精神财富，包括
黄河历史凝练的民族精神、价值理念、生活习俗、手工技
艺、戏曲文艺、生产技术、天文历法、书籍绘画、饰物服装、
医学算术等等。

讲述黄河文化和黄河故事，既要大视野、大场景、大
纵深，有群画图，也要注重个性化和具体的切入，有具体
的地点、城市、乡村和人物与事例，这样才能做到生动、鲜
活、感人。

新华社原副社长、新华网首任总裁兼总编辑周锡生：

讲好黄河故事 讲述吴忠精彩

黄河流域各个省份的地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总体
是黄河文化圈。宁夏是黄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宁夏历来就是一个移民省份，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
贯穿移民文化的，是黄河给予宁夏的馈赠。引黄灌溉，富
足一方百姓，兴盛一方水土，让塞北的雄浑与江南的秀丽，
在宁夏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和最好的展现。

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会得到黄河的眷顾。仅仅是隔
了 300公里，在宁夏西海固种地，曾经有“种了一袋子，收
了一抱子，打了一帽子”的说法。吃不吃得起饭、能不能喝
上水，完全得看当年下不下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
中央首先在西海固地区实施输血式扶贫。

每次站在红寺堡扬黄灌溉水利枢纽工程的泵站之下，我
都会生出一种感慨——黄河水到不了的地方，党中央的关怀
可以到。几千年没有被改变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解决
了。红寺堡，打破了自古水往低处流的常规，让黄河之水天上
来，成就了这一片土地，养活了这一方人民。在红寺堡，一直
有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好，黄河水甜”，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
红寺堡的移民史和发展史，这也是整个宁夏的奋斗史。党的
好政策成就了宁夏的发展，黄河水让宁夏充满了希望。

我们对黄河充满感情，我们也要感念我们所处的时
代。我们看黄河千百年来的流淌过程，也看到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中国生生不息的希望。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妇联兼职主席、“拇指作家”马慧娟：

共产党好 黄河水甜

一碗牛肉面，一壶八宝茶，成就一
个早茶产业。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
2023中国面食博览会暨第三届吴忠早
茶美食文化节在宁夏吴忠市举行。其
间，中国烹饪协会为吴忠市颁发“西部
美食地标城市”“中国面食培训基地”的
牌匾。

本届吴忠早茶美食文化节以“吴忠
早茶‘味’你而来”为主题，为期 6天，共
举办“面食文化·传承技艺”2023全国面
食技艺展演、“弘扬黄河文化·探寻美食
根源”中国黄河流域美食大师赛、首届
中国黄河美食发展论坛、“产业振兴·电
商先行”吴忠市新电商产业链发展招商
大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黄
河故事”文化论坛暨媒体吴忠行等 11
项活动，邀请八方来宾品尝当地美食，
感受风土人情。

“黄河明珠”吴忠，位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物产丰富，
素有“天下大集、水旱码头”的美誉。黄
河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化交相辉映，
孕育出吴忠早茶美食，成为“游在宁夏
吃在吴忠”的亮丽名片。吴忠的 53 道

菜肴被评为中华名菜、中华名小吃，“盐
池滩羊”、吴忠葡萄酒更是摆上了国宴
餐桌。

近年来，吴忠市坚持把“游在宁夏·
吃在吴忠”作为金字招牌，推动餐饮产
业发展壮大，连续两年举办早茶美食文
化节，吸引游客 60多万人次，被中国烹
饪协会授予民族美食文化地标城市、早
茶文化地标城市、中国面食培训基地等
称号，主办方还为吴忠市入选“中餐特
色菜品名录”的餐饮单位和第三批吴忠
早茶示范店代表授牌。

吴忠早茶近年来发展迅猛。截至
目前，共有早茶餐饮门店 586 家，年销
售额 10亿元左右，带动就业 1万余人，
年吸引游客 30余万人。5名厨师获“中
国烹饪（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称号，吴
忠籍餐饮从业人员在北上广等地开设
饭店 1000多家。吴忠早茶美食文化节
立足本地、面向西部、辐射全国，已逐渐
成为全国知名的美食节庆。

历经岁月沉淀，吴忠早茶美食正迸发
出特有的文化魅力与经济优势，很多游客
来吴忠的目的之一，就是品尝早茶美食。

2023中国面食博览会暨
第三届吴忠早茶美食文化节举行

4 月 28 日，2023 中国面食博览会暨
第三届吴忠早茶美食文化节启幕，为吴
忠市餐饮及关联消费复苏注入强劲动
力。截至 2022 年底，该市注册餐饮单位
9051 家，其中早茶店 586 家，吸纳就业 6
万余人，年实现销售额 25.6 亿元，仅早
茶店年实现销售额近 10亿元。

吴忠，一个常住人口不到 140 万的
西北城市，将平日里的早茶做成一个如
此 庞 大 的 产 业 ，着 实 令 人 艳 羡 。 无 独
有偶，4 月初，第四届荆楚美食节在荆
州圆满落幕，现场 36 家展台展示了 560
道楚味美食，20 多家商户更是带来上
百个预制菜的菜品，共享此次荆楚美食
的盛宴。

“长江明珠”荆州，自古就是“鱼米
之乡，天下粮仓”。“黄河明珠”吴忠，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素有“天下大集、水
旱码头”的美誉。近年来，各地在恢复
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中，都把餐饮业作为

“促就业、保民生”的重点特色产业，努
力构建美景美食、名街名店的“旅游+餐
饮”融合发展新格局。荆州通过加大荆
楚名菜、荆州美食的宣传推介和研发创
新力度，打造楚菜城市名片，不断擦亮

“楚味荆州”金字招牌。吴忠通过创新、
改良，将拉面与八宝茶完美融合，形成
更符合当地人口味的特色牛肉面，令独
具特色的吴忠早茶成为“游在宁夏·吃
在吴忠”的亮丽名片。

餐饮产业的背后，连接着种植、养
殖、食品加工以及文旅等多个产业。把
餐饮消费打造成拉动各个产业发展的

“新引擎”，最大限度实现餐饮与汽车、
文 旅 、房 地 产 等 多 项 重 点 消 费 同 频 共
振，认真做好餐饮行业顶层设计至关重
要。比如，吴忠制定出台相关政策，进
一步明确早茶产业发展重点及路径，实
施“人才+餐饮产业”行动计划，为早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以此保
障早茶产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荆州
则从地域特色、家乡风味、烹饪方法、文
化传承等多维度对餐饮产业进行深入
挖 掘 ，不 断 强 化 城 市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优化提升全链条服务体系。围绕消
费旺季关键时点、重点消费领域，通过
举办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各
类主题节庆活动，集中推介特色品牌，
宣 传 美 食 文 化 ，使 之 成 为 承 载 地 方 文
化、讲述荆州故事的重要载体。

黄 河 岸 边 早 茶 热 ，长 江 之 畔 楚 留
香。眼下，五一假期刚过，伴随着“餐
饮+旅游”产业的融合推进，美食消费无
疑成为拉动节日消费的关键。如何以
文旅深度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打
卡”美食美景，畅享快意人生，尚需整合
美食资源和旅游资源，做好 、做活“好
吃”与“好玩”的结合文章，用“舌尖”美
味带动“脚尖”进位，把游客“流量”变为
消费“增量”。

西 鹤 酒 庄
西鸽酒庄创建于 2017 年，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

酒庄拥有葡萄园 3 万余亩，主要种植品种包括赤霞珠、
蛇龙珠、马尔贝克等红葡萄品种以及霞多丽、琼瑶浆、
长相思等白葡萄品种。酒庄结合现代化酿造技术及
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年设计产能 1000 万瓶。酒庄占
地 2.8万方平米，集种植酿造和旅游观光为一体。

青 铜 峡 黄 河 大 峡 谷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

市，总面积 126 平方公里，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景区内
旅游资源富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风光更是秀
美奇绝。宁夏引黄古灌区、宁夏水利博览馆、青铜峡
水利枢纽、一百零八塔、大禹文化园、库区鸟岛六大
景观，体现了雄、奇、险、峻、幽为一体的峡谷风光。

用“舌尖”带动“脚尖”让“流量”变为“增量”
□ 特约记者 戴军

4月 28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文化论坛暨媒体吴忠行活动举行。
多名专家学者齐聚宁夏，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交流黄河文化、黄
河故事传承与发展经验，凝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共识和力量。

此次活动由中国报业协会指导，中共吴忠市委员会、吴忠市人民政府主办，宁夏报业协
会、吴忠市委宣传部、吴忠市新闻传媒中心承办，是正在此间举行的 2023中国面食

博览会暨第三届吴忠早茶美食文化节的重要部分。

▲参加“面食文化·传承技艺”2023 全国
面食技艺展演活动的名家表演技惊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