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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晚，被誉为西藏藏戏第一
村的山南扎西曲登社区热闹非凡，社
区的演出厅内，村民们先以藏戏开场，
随后是山南锅庄、六弦琴演奏等。高
潮是村里30岁青年阿旺罗布独唱改编
的《海阔天空》，藏语和粤语相互切换，
游客在台下纷纷跟唱，犹如演唱会现
场。

扎西曲登社区演出厅舞台背景是
一副巨大的、被誉为藏戏创始人唐东
杰布的画像。相传在公元 15 世纪，唐
东杰布募资修桥时途经这里，创作了
雅砻扎西雪巴藏戏，600多年来传唱不
息，因此被誉为藏戏第一村。

扎西曲登社区藏戏团现有28名成
员，阿旺罗布大学毕业后加入其中。

“我师父是藏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尼玛次仁，他当时问我会唱什么，
我说只会唱一些流行歌曲。”他在接受
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尼玛次仁师父
当时告诉他，只唱粤语或普通话缺乏
特点，应该进行适应性改编。

阿旺罗布在学习藏戏的基础上，
对部分自己擅长的流行音乐进行改
编。“2022 年国庆节期间第一次演唱，
当时有些胆怯，效果不是很好。”他说，
多演唱几次后，风格逐渐稳定，游客反
响越来越好。

阿旺罗布认为，改编流行歌曲是
吸引游客的一种方式，扎西曲登社区
的文化根基还是藏戏。

现年21岁的索朗坚才是藏戏团最
年轻的成员，他和阿旺罗布都是大学
生。“我大学是在黑龙江读的，毕业后
回到村里就加入藏戏团了。”他说，古

老的藏戏应该借用互联网、旅游发展
等传播优势，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我读大学时，在宿舍唱过一点简
单的藏戏给舍友们听，同学们都非常
好奇，说想来西藏看一看。”索朗坚才
说，如果藏戏只局限于某个地方，未来
的传承之路只会越走越窄。

索朗坚才喜欢八大藏戏中的《诺
桑王子》。“学藏戏还是挺难的，一般要
学一两年才能登台，七八年才能成为
主力、主演。”他说，希望未来自己能承
担诺桑王子一角，把悠扬、古老的藏戏
展现给更多的观众。

34岁的白玛央宗家里有11亩青稞、
3头牛，她既是农牧民、家庭主妇，也是
藏戏演员，加入藏戏团已有14年。

白玛央宗说，以前藏戏大多只在
藏历新年、望果节等重要的传统节日
期间表演，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演出越来越多。2014 年，她和村里的
藏戏团去往拉萨参赛，2021 年到武汉
演出。

她说，唱藏戏让自己获得快乐，每
年还有3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加上丈夫
务工和开设民宿，现在生活条件大为
改善。“我3岁的儿子也爱看藏戏。”白
玛央宗说，她想一直唱藏戏，直到唱不
动为止。

扎西曲登社区藏戏团负责人尼玛
次仁说，现在自己更多是在做藏戏教
学工作，社区的日常演出慢慢交棒给
年轻人，“村里不少年轻人特别喜欢跳
藏戏、唱藏戏，他们的表演非常好。”他
说，希望藏戏队的规模能进一步扩大，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7日晚藏戏演出及锅庄舞结束后，
游客们渐渐散去。来自江西井冈山的
游客胡女士说，这是自己首次进藏旅
游，“藏族百姓很和善，独特的高原文
化令人印象深刻”。

弦歌不辍 探访西藏藏戏第一村
中新社记者 江飞波 郎佳慧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黄沙漫漫，驼铃声声，驼队穿行
沙海。夕阳下，绿洲与黄沙相伴，飞
鸟伴驼铃起舞。声、光、影的有机融
合，构建了一幅宛如大片的“场域”。

这里是扎囊沙丘艺术公园，这一
幅绝美的画面，正是9月15日举行的
首届“高原沙丘青年艺术季”趣味运
动中的骆驼骑行活动。此次“高原沙
丘青年艺术季”在中秋假期期间举
行，以“月满雅砻 鸣响沙丘”为主题，
在趣味运动环节设计了骆驼骑行、滑
沙、沙漠越野车等众多精彩活动，吸
引了数千名游客参与。

活动另一大亮点是激动人心的
沙漠越野。在沙丘公园特别设计的
赛道上，游客驾驶着专业的 UTV 赛
车，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完美结合。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资深赛车爱好
者，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速
度和乐趣。此外，专业的教练团队
在现场提供指导，确保每位参与者
的安全。

滑沙项目则是小朋友的最爱。
沙丘公园拥有天然形成的沙丘，为滑
沙提供了完美的自然条件。众多小

朋友乘坐特制的滑沙板，从沙丘顶部
滑下，感受风驰电掣的快感。

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沙丘
公园内设置了多个服务站点，提供食
物、饮料和必要的医疗救助。此外，
公园还加强了安全措施，确保每位游
客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享受活动。

另一边，创意集市集中展示山南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代青年
艺术家的创意成果，为游客和当地居
民带来了一场文化与艺术的盛宴。

集市上，山南手工艺品成为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藏族传统木雕、扎
囊杂玉陶器等传统手工艺品以其独
特的民族风情和精湛的工艺吸引了
众多目光。这些手工艺品不仅是山
南文化的载体，也是当地人民智慧和
匠心的体现。一系列非遗产品如唐
卡绘画、藏香制作等也进行了现场展
示和销售，让传统艺术在现代生活中
焕发新的光彩。

文创品牌则展现了山南文化的
另一面——创新与活力。众多文创
品牌带来了他们的最新设计和产
品，包括结合了传统元素和现代审

美的服饰、家居用品、艺术品等。这
些产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也体现了山南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
与发展。

首届高原沙丘青年艺术季创意

集市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山南丰
富的文化遗产和青年艺术家的创意
才华，也为推动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积极贡
献。

首届高原沙丘青年艺术季趣味活动
和 创 意 集 市 引 游 人 无 数

本报记者 匡勇

9月15日，扎囊县沙丘艺术公园
举行的首届“高原沙丘青年艺术季”
中，艺术展览与舞台表演环节交相呼
应，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
觉的双重盛宴。

七彩斑斓的氆氇铺于沙丘之上，
模特们身着山南各县（区、市）的特色
传统服饰进行走秀，构成了一道独具

山南特色的艺术风景线。
“原先还以为艺术展览就是在沙

漠上摆放精致的艺术品呢，没想到沙
漠上的传统服饰秀就是艺术展览的
一部分，这个想法真不错！”观众洛桑
曲扎说。

走秀结束后，来自乃东区、扎囊
县、错那市、琼结县的代表性“非遗”

歌舞表演队伍纷纷登台。乃东区带
来的藏戏《雅砻扎西雪巴》，融合唱、
诵、舞等多种艺术元素，唱腔曲调与
唱词道白别具特色，钹鼓交响，戏曲
悠扬。扎囊县带来的谐庆《藏婚庆
典》，以其庄重典雅的表演形式、淳朴
浑厚的曲调和热烈整齐的节奏，让游
客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庄重与典雅。错那市的门巴族歌
舞《翱翔门隅》，曲调优美，舞步张扬，
其极具特色的舞蹈呈现，体现了门巴
族深厚的文化内涵。琼结县带来的
久河卓舞《鼓韵吉祥》，在一舞一吟
间，祈福物产丰饶，风调雨顺。演员
们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变换着舞步、甩
动着“辫子”，引得游客欢呼声不断。
扎囊县的果谐《黑白氆氇》，曲调欢
快，舞步多样，让游客领略到了独属
于扎囊的风韵。

夕阳西下，“月亮灯”缓缓亮起，
歌手丹增卓嘎在“月亮灯”旁倾情演
唱歌曲《氆氇赞》，温柔细腻的声线紧
紧抓住了现场观众的心弦。随后，歌
手哦罗在主舞台上演唱热门曲目《宁
吉瓦啦》，引得全场纷纷跟唱，现场气
氛逐渐升温。歌手尕尔东演唱《在日
落前拥抱》，悠扬的歌曲伴随着吉他

声，在夜色的点缀下，让游客进入到
了宁静轻松的氛围之中。歌手罗布
桑珠登台后，台下尖叫声此起彼伏。
罗布桑珠来到台下与观众热情互动，
现场气氛到达了高潮。手机闪光灯
纷纷亮起，在沙丘之中演绎了一道绚
烂的“星空”。还有扎西平措、宫巴、
巴金旺甲等诸多歌手带来的精彩表
演为整个舞台增添了不同色彩，热闹
欢快的舞台表演为首届“高原沙丘青
年艺术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
到场游客留下了一份在沙丘之中的
美好回忆。

“‘月亮灯’的设计真的让我眼前
一亮，完全没有想到会有歌手在‘月
亮灯’下表演的环节，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这么新颖的舞台，实在是太美
了！”观众达瓦卓玛激动地说。

在歌手倾情演唱的同时，环绕舞
台摆放着来自十二县（区、市）的特色
景点图纷纷亮起——加查的布丹拉
山、浪卡子的普姆雍措、洛扎的朱措白
玛林、琼结的藏王墓……以沙漠作为
天然背景，山南的美丽风光一一呈现，
观众在享受音乐现场的同时，欣赏着
一幅幅独属于山南的精美“艺术品”，
深刻地体会了山南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超赞！
本报记者 玉措

图为游客体验骆驼骑行。 本报记者 次仁龙布 摄

图为琼结县带来的久河卓舞《鼓韵吉祥》。 本报记者 玉措 摄

本报讯（索朗平措 记者白玛论珠）
9月14日，扎囊县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周年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群众文化文艺汇演活动。此次活动
从9月14日持续至9月18日，将开展民
族团结文艺汇演、兄弟县交流演出、扎囊
县艺术团专场演出、行政村文艺演出、全
民动起来运动、藏戏非遗等活动。

此次群众文化文艺汇演活动结合
扎囊县文化特色，邀请了群众喜爱的
歌手、县文艺演出队等进行表演，以歌
曲、情景剧、舞蹈等形式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精彩绝伦的盛会，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果谐《祥瑞大
地》、沙画表演《扎根边疆“株”梦高
原》、歌曲《故乡扎囊》，更是将气氛推
向高潮。

扎囊县委副书记、县长索朗格桑

介绍，近年来，扎囊县高度重视繁荣和
发展文化和旅游事业，突出地域特色，
把文化强县、民族手工业强县、旅游强
县作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传承保护和展示展演书法、唐
卡、卓舞等文化遗产项目，大力发展氆
氇、藏香、虱雕、陶器等富有民族文化
的手工业产品，依托历史人文景点，全
力构建现代农业、沙漠公园等全域旅
游格局，进一步丰富各族群众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希望通过举办此次活动，全面推
介扎囊的资源优势和特色产品，更好
地让区内外各界人士在活动中加强交
流、在交流中增进友谊，进一步了解扎
囊、认识扎囊、投资扎囊、建设扎囊。”
索朗格桑说。

扎囊县

举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群 众 文 化 文 艺 汇 演

本报讯 （记者巴桑卓嘎）9 月 14
日，全市 2024 年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
推进会暨迎接中央督导工作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
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区党委和市委有关批示精神，安排部署
做好迎接中央督导各项工作。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党
委书记扎西平措主持并讲话。

扎西平措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深化思想认识，强化政治担当，增强
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聚焦重点任务，强化攻坚提

升，全力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
得更大实效。要在线索摸排上深研细
判，做到查深查透，在案件办理上依法
严惩，做到除恶务尽，在乱象整治上强
化源头治理，做到标本兼治，在迎检准
备上全面自查自纠，做到固强补弱，全
力以赴做好迎接中央督导的各项准备
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
任，强化督导检查，加大宣传力度，确
保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各项任务落地
见效。

会上，各县（区、市）负责人汇报工
作推进情况。

全市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推进会
暨迎接中央督导工作会议召开

扎西平措讲话

本报讯（武沛涛 杨峥 索曲 卫
色卓玛 韦亚枫 丛雪 记者次旦卓
嘎 玉措）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庆祝中秋佳节，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干部群众切
身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先将一张红纸对折起来，再用
铅笔在上面画上石榴、兔子，再开始
剪纸……”9 月 14 日，市直机关工委
开展“巧手剪纸迎中秋，共叙情深话
团圆”活动。西部计划志愿者夏鑫向
大家介绍剪纸的历史渊源以及步骤、
技巧。大家一边剪纸，一边交流着各
自的中秋记忆和家庭故事，整个活动
室内欢声笑语不断。

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罗江群说：
“平时我们都忙于工作，难得有这样
一个机会体验剪纸这一古老技艺，接
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熏陶。”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节
前月饼生产、销售环节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先后深入超市、农贸市
场、批发市场等场所，重点检查月饼、
糕点及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是否
具备生产和经营资质，是否严格落实
进货查验，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贮
存条件是否符合规定等，杜绝过期、
变质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确保商家规范生产经营。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严肃查

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维护市场价格稳定，积极宣传绿色低
碳包装、简约适度消费理念，引导生
产、销售者自觉拒绝生产、售卖过度
包装商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相关
政策，做到诚信生产经营，营造良好
的消费环境。同时，执法人员引导广
大消费者理性消费、科学选购月饼，
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节日消费环
境。

截至目前，市市场监管局共检查
月饼生产、销售经营单位16家，针对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食品添加剂未及
时登记、索证索票不全、未按规定贮
存月饼的部分商家，要求立行立改，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为广大消费
者守护好月饼市场安全。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乃东区乃东
街道郭沙社区开展以“手牵手维护民
族团结 心连心建设美好家园”为主
题的民族团结活动。

活动开始，进行了民族团结知识
竞赛。竞赛题目涵盖了各民族的风
俗习惯、传统节日、文化特色等内容，
通过问答形式，让大家更加深入了解
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共同点。参
赛者认真思考、踊跃答题，现场气氛
紧张而热烈。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
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并为获奖者颁
发了奖品。

接着，精彩的游戏活动拉开帷
幕。大家积极参加，通过游戏环节增
进了民族之间的友谊，在欢声笑语中
共同感受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喜庆氛
围。

最后，社区工作人员为在场的每
一位居民发放月饼，送上中秋祝福。
此次中秋民族团结活动，不仅丰富了
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增强
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大
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今
后将继续携手共进，共同为建设和谐
美丽的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隆子县，为保障中秋节庆期间
月饼等节令食品质量安全，让消费者
买得放心、吃得安心，隆子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开展了食品安全和价格专
项检查行动。

检查中，执法人员深入超市、商
店、农贸市场等场所，对月饼、糕点、
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进行检查，重
点查看食品经营单位的进货渠道、索
证索票、食品标签标识、食品包装信
息以及是否存在过度包装行为等情
况，并对照进购价格、市场调节价格，
对明码标价销售的食品进行监管，确
保货真价实。

近日，洛扎县委宣传部开展“中
秋佳节情意浓 文明风尚暖人心”为

主题的文明实践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向大家讲解了中

秋节的来历和习俗，现场设置了猜灯
谜互动环节，妙趣横生的谜面涵盖了
中秋传统文化知识及生活常识。大
家拿着灯谜你一言我一语，一起讨论
谜底。期间，还为现场的群众分发了
月饼。

此次中秋节主题活动的开展，营
造了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弘扬了传
统节日文化，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近日，贡嘎县文化和旅游局举办
“月映团圆夜 共赏中秋情”联谊音乐
会。

活动中，贡嘎县优秀宣讲员围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宣讲。在游
园会环节，设置了“拔河游戏”“背靠
背夹气球”“筷子夹乒乓球”“抢宝座”
等游戏，让大家体验活动乐趣的同
时，增强企业凝聚力。活动现场热闹
非凡，多个游戏同时开展，员工穿梭
于各个游戏之间，每个角落都充满着
欢快的气氛。

晚上，音乐会在县艺术团带来的
开场舞《吉祥祝福》中拉开帷幕，邀请
大咖收音机乐队演唱了12首热门歌
曲。整场音乐会囊括了萨克斯独奏、
诗朗诵、歌曲、口琴独奏等各种形式，
精彩连连。

活动还特别设置了篝火锅庄晚
会，火红的篝火在夜幕下跳跃，大家
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欢庆中秋节的到
来，大家都沉浸在这份团圆与欢乐
中。

我市各地开展丰富活动庆祝中秋佳节

（上接第一版）
要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

事业。要有场地，规划布局一批体育
公园、小型体育场地等，提升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要搭平台，以开放的胸
怀举办、承接各类赛事节庆活动，不断
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抓融合，
积极争取和打造自治区级体育人才培
训培养基地，聚焦“体育+”，推动体育
同消费、文旅、乡村振兴等融合发展。

要坚持把山南工作放在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自治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
划推动，用好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各项政策措施。要准确把
握党中央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最新部
署要求，精准对接项目、资金、人才、产
业等援藏领域，提升对口援藏综合质
效。要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高
举改革开放旗帜，牢牢把握经济建设
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
任务，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谱
写山南新篇。要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总结运用好党纪学习教
育的经验做法，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
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