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賞荷花品花宴 享受一片清涼

咚咚咚！咚咚咚！」 鼓聲在黃河之濱迴
盪。7月23日，范長江行動甘肅行採訪團來到

位於黃河岸邊的白銀市四龍鎮雙合村，近距離欣賞了具有悠久
歷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甘肅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黃河戰鼓」 。據悉，
黃河戰鼓源於古代軍隊作戰時的軍陣戰鼓，演奏以鼓為主，鑼鈸輔
之，通過鼓點的變化來表現戰爭的各個階段。當日，隨着鼓、鑼、鈸
的激昂演奏，一陣大風突然颳起，現場氣氛彷彿身臨古戰場。學子們
表示，鏗鏘有力的鼓聲非常震撼，希望更多人能了解這種民間藝術。

大公報實習記者 關妙彬、馮一笑、趙溪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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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戰鼓激昂 賞非遺港生如臨沙場
隴上古老民俗精彩表演 冀更多人了解民間藝術

「美食、美
景，還有美麗的

心情，一切都是那樣的完美。」 炎炎
夏日，酷熱難耐，但在甘肅白銀市水
川黃河濕地公園，卻處處都是清涼和
愜意。走進夏日的水川黃河濕地公
園，頓時就像進入到一個荷花的世
界。一望無際的荷花池上，葉如綠
波，花若紅雲。精緻的景色，讓遊人
嘆為觀止。

「水川黃河濕地公園不僅是一個
旅遊景點，更是鄉村振興產業的重要
組成部分。」 據白銀市白銀區黃河假
日城管委會主任滕松成介紹，該濕地
公園臨近黃河，交通便利，是國家4A
級旅遊景區，也是沿黃休閒旅遊經濟
帶的核心區。依託黃河濕地公園優美
的生態環境優勢，由政府投資建設的
百畝荷塘、十里黃河風情線目前已經

基本完成並開始接待遊客。每年舉辦
的荷花美食節、文化旅遊節以及農民
豐收節等活動，更是吸引了眾多遊客
和居民前來觀賞。

「來水川黃河濕地公園，除了賞
荷花，品嘗荷花宴也是必不可少。」
滕松成告訴記者，濕地公園以黃河文
化為導引，以鄉村風光為本底，致力
於打造一個集特色旅居度假、場景化
餐飲美食、藝術文化體驗於一體的度
假景區型旅遊目的地。很多遊客來這
裏，都是一邊看美景，一邊品嘗美
食。

記者在現場看到，荷花池畔的
「荷花宴」 上，一道道以荷花為點綴

的菜品，不僅美觀，更讓人垂涎三
尺。其中，用荷花葉片製作的荷花形
狀 「薯片」 尤為引人注目，其酥皮層
層疊疊，內餡細膩，每一口都是對味

蕾的極致誘惑。而另一道荷花時蔬菜
品，新鮮的蔬菜與荷花瓣的搭配，清
爽開胃，令人回味無窮。此外，傳統
的西北美食如黃河大鯉魚、紅燒肉、
烙餅子等，也一一呈現，展現了廚師
們匠心獨運的烹飪技藝，既保留了食
材的本真味道，又巧妙融入了荷花的
雅緻氣息，堪稱是一場味蕾上的盛
宴。 大公報實習記者趙溪鈺

生態之美

據了解，黃河戰鼓，也稱李
台黃河戰鼓，主要流傳於甘肅省
白銀市白銀區的四龍鎮雙合村一
帶，源自明朝成化年間（公元
1465年-1487年）西遷至此的
四十八門軍戶。它使用白描手法
勾勒出戰爭輪廓，用敘事的方式
簡潔明瞭地展現戰爭的全過程，
從出兵到凱旋，每一個環節都被
精細地模擬，層次分明，彷彿將
觀眾帶回了古代戰場。作為隴上
唯一的軍鼓器樂，在2008年被
列入甘肅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

從戰陣指揮 到節日助興
站在黃河岸邊，勁風拂面，

浪濤奔湧，黑雲壓境。 「咚！」
主鼓手一聲令下，周圍寧靜片
刻，每位觀演的學子都聚精會神
起來。 「轟隆隆隆隆！」 霎時間
鼓聲四起，強勁有力的聲音響徹
雲霄，黃河之畔迴盪着戰鼓的怒
吼聲，每位鼓手都用力地擊打着
鼓面，彷彿化身為邊塞的戰士，
手中的鼓槌化身為刀戟，穿越時
空來到那個曾經戰火紛飛的沙
場。每一次擊鼓，每一聲回落，
都默契無間。他們敲擊着，吶喊
着，天地間只剩下這一陣陣雄偉
的獅吼。隨着最後一聲巨響，一
切又歸於平靜。在這片古老而又
充滿活力的土地上，黃河戰鼓的
鼓聲彷彿穿越時空的橋樑，連接
着過去與未來，讓每一位學子都
能感受到那份深藏於內心的文化
自豪與傳承使命。

「我們村東接剪金山，南臨
黃河，依山傍水，地形險要，是
古代屯軍戍守的重要地點。」 雙
合村村委會主任劉明正告訴記
者，黃河戰鼓最初用於與敵人交
戰時的指揮進退、

揚威助陣，後來逐漸演變成為民
俗鼓樂，並以社火（民間節慶各
種遊樂活動的統稱）的形式傳承
至今。它既保留了古代戰鼓的擊
打方式，又融入了四龍及周邊地
區民間傳統的鼓點打法，風格獨
特、個性鮮明，具有濃郁的地方
特色。

以樹枝作棍 刻苦為傳承
黃河戰鼓第13代傳承人劉念

祖，現場向隴港學子演示並講解
了戰鼓在古代的主要作用。他表
示，以前信息傳遞不像現在便
捷，多少公里範圍內有多少敵情
等信息，會靠打鼓來傳遞。打了
勝仗後很高興，也會敲鼓慶祝。

而對於黃河戰鼓第15代傳承
人劉宏生而言，黃河戰鼓貫穿了
他成長的點點滴滴。 「小時候由
於當時缺乏專業的樂器，我只能
用樹枝自製鼓棍，進行簡單的練
習。」 劉宏生說，由於村裏鼓數
量有限，許多人無法同時練習，
自己就從最簡單的鑼開始學起，
到鈸的學習，再逐漸學習更複雜
的節奏，雖然過程艱辛，但依舊
對黃河戰鼓充滿熱情。

香港都會大學的學子張瀟然
在聽完恢宏磅礴的演奏後，久久
不能平服，她感嘆到： 「每一陣
鼓聲都鏗鏘有力，直衝我的心
靈，真是一次酣暢淋漓的表演。
同時，這也讓我見識到了來自西
北地區這一古老民間藝術的力
量。」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羅倩
昕亦表示，站在黃河岸邊觀賞戰
鼓的表演，自己感到十分震撼，
彷彿立刻回到了古代激烈戰鬥的
場景中。她希望黃河戰鼓能夠走
出白銀市，讓更多的人親身體驗
到這軍鼓的魅力。

一排排整齊
的溫室大棚在陽

光下熠熠生輝，大棚內則是一片鬱鬱
葱葱、果實纍纍的景象。7月23日，
隴港學子們在白銀區現代農業科技示
範園區親身體驗了採摘水果的樂趣。
面對掛滿枝頭的火龍果和金黃誘人的
人參果，兩地學子們小心翼翼地挑選
成熟的果實，生怕破壞了這份來之不
易的豐收。在採摘的過程中，學子們
不僅感受到了果實的沉甸甸，更體會
到了勞動的艱辛與快樂。

來自香港都會大學李嘉誠專業進
修學院的蔡喬恩，一邊小心翼翼地穿
梭在藤蔓之間，一邊尋找着成熟的果
實。當看到自己親手採摘下的鮮紅火
龍果時，臉上洋溢着滿足和喜悅的笑
容。記者在採訪中得知，很多同學都
是第一次親手採摘水果，這種從枝頭
到手中的直接體驗，讓他們對水果有

了全新的認識和感受。 「以前只能在
市場上看到的水果，如今卻能親手採
摘下來品嘗，這種感覺真是美妙極
了。」 來自蘭州文理學院的何永靖表
示，除了採摘的快樂，大家更深刻感
受到了現代農業技術給農民帶來的實
惠和便利。

大公報實習記者台海兵

親手採摘水果 感受豐收喜悅
學子手記

近年來，依託黃
河生態資源，白銀市

大力發展黃河觀光旅遊，吸引了眾多遊客。
7月23日，隴港傳媒學子走進白銀市黃河灣
大景區，親身體驗了被譽為白銀市後花園、
風景如畫的露營勝地。

黃河灣景區宿集位於水川鎮蔣家灣片
區黃河梧桐大道以北，進入景區大門，沿途
皆是梨樹、核桃樹，草木青青。 「這裏每年
都吸引了不少的遊客慕名而來，感受黃河的
雄渾壯美，以及大自然的魅力和愜意。」 在
景區三號營地 「芳蹤里」 ，白銀市水川鎮副
鎮長黃蓉向大家詳細介紹了景區的特色。
「這裏總共建有21幢野奢（結合野外與奢
華感的住宿體驗）民宿，包括泡泡屋、三角
屋和家庭房，風格各異，迎合不同需要。」
黃蓉表示，這裏的泡泡屋除了外觀長得像泡
泡，形狀格外新穎以外，只要將泡泡屋的窗

簾打開，就能感受到 「朝看雲霧，暮看星
河」 的新體驗。

景區帶來雙贏 助力白銀轉型
而在二號營地 「知春里」 ，風景又有

不同。這裏以文化交流及傳播為主軸，有書
法展和畫展等。三個展廳均面向黃河，有山
有水，靈感就是這樣湧出來的。 「今天才明

白了 『來了就不想走』 這句話的真正含
義。」 有學子笑稱，如果不是行程緊張，真
想留在黃河岸邊住上一夜。

據介紹，黃河灣景區宿集重點打造了
梧桐里、知春里、芳蹤里、草本里、均安
里、三色里、白雲里、順安里、盡山里、水
源里等十個主題民宿聚落，並以蔣家灣四村
民居為主的鄉村旅遊帶、以村北農業種植為
主的鄉村振興產業發展帶，形成一個以景區
為 「驅動」 、以兩帶為 「腹地」 協同發展的
十里白銀鄉村旅遊環線產業鏈。

「景區給當地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雙
贏。」 黃蓉又提及到景區為當地人民提供了
大量的就業機會，如服務員，保安人員，清
潔人員等職位。一方面解決了農民收入問題
及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令到他們的生活素
質得以提升，同時也拉動了當地經濟，也助
力白銀市實現產業轉型和產業多元化。

河畔野奢民宿 融入山水人文
農旅融合

童話式花海 助就業增收

▲學子體驗採摘水果。
大公報實習記者台海兵攝

▲大坪鳳園花海綻放獨特魅力。
大公報實習記者台海兵攝

▲學子們在黃河灣景區宿集聆聽講解。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炯元攝

▶源於古代軍陣戰
鼓的黃河戰鼓在黃
河之濱奏響。

大公報實習記者
關妙彬攝 ▲學子們體驗黃河戰鼓。 大公報實習記者趙溪鈺攝

▲荷花池畔的 「荷花宴」 是對味蕾的
極致誘惑。 大公報實習記者趙溪鈺攝

「下一步我們將
努力讓大坪田園綜合

體成為蘭白都市圈田園生活的目的地。」 7
月23日，范長江行動甘肅行學子走進位於
白銀市的大坪鳳園花海，白銀區現代農業科
技示範園主任高啟發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大
坪鳳園花海項目不僅為遊客帶來一場震撼的
視覺盛宴，也是當地鄉村振興的生動實踐。

據介紹，大坪鳳園花海自2018年4月開
工建設，2021年4月被評為國家4A級旅遊
景區，每年都吸引着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前
來觀賞。

走進花海，彷彿置身於一個五彩斑斕

的童話世界。上百種形態各異的花木在這裏
競相綻放，春天的牡丹芍藥、夏天的柳葉馬
鞭草、秋天的百日菊、冬天的露天花卉，每
個季節都有它獨特的魅力。

「隨着大坪鳳園花海的建設不斷完
善，越來越多的遊客被吸引到這裏來。」 高
啟發告訴記者，特別是在旅遊旺季，鳳園花
海聯手 「六朵金花」 （白銀區六個鄉村旅遊
景點），累計接待四方遊客160萬人次，累
計實現旅遊綜合收入1.6億元人民幣。花海
西側還設有七彩滑道等娛樂項目，讓遊客們
在欣賞美景的同時，也能感受到更多的樂
趣。

除了吸引遊客外，大坪鳳園花海的建
設還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隨
着遊客數量的不斷增加，當地農家樂等服務
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當地居民
通過參與花海的建設和管理，實現了就業增
收。

鄉村振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