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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横断山深处，金沙江
峡谷间的德格县各麦村藏民每
当需要建筑新房，筑房的主人就
会邀村里的壮年男人提早一年
进山伐木。伐木建房有许多规
矩，大多会根据建房的规模，依
照遵循古老的规律，选大小适中
的林木砍伐，决不能贪多图大。

藏民们把已砍伐后的原木
阴干一年后，顺高山谷道放至
金沙江边，再用荆藤编织成条，
将原木扎成木筏，木筏两侧分
别安置5—7根长桨，顺江放排，
远观木筏如在江中飞行，故称

“飞排”。放排前，通常要举行
一个小小的祈福仪式——煨
桑，为充满艰险的旅途带来平
安和吉祥。

飞排顺着流水的力量，漂
流沉浮。排上的汉子们手持船
桨，齐声喊着号子，相互鼓劲。
他们的号子声合着江水奔腾的
节拍，吼碎了生活的宁静。熟
识水性和地形的总舵手，细致
地观察着前方的水流，沉着冷
静地指挥着每一个划桨的人。
看似沉稳的江水随时会险象环
生，危险无处不在，意外也常有
发生。但是，这种简易的水上
交通工具，能承载千斤重量，避
免了人背马驮的繁琐，也减少
了一大笔运输开支，当地藏民
们也一直延续着这一古老的水
上运输传统。

如今，随着党和政府对藏
区持续的关怀，今天的德格县

各麦村藏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大
幅提高，懂得制作飞排、驾驭飞
排的人也越来越少。即将逝去
的飞排，带着地域文化，带着曾
经的辉煌，走向历史深处。但
对金沙江飞排千丝万缕的记
忆，却能幻化成德格藏民热爱
生活的崇高精神和生生不息的
拼搏精神，它闪烁着民族智慧
的荣耀与光辉。

峨影集团、峨影音像公司
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录电影

《金沙江飞排》，以纪录片的手
法，跟踪拍摄了德格县各麦村
的汉子釆伐、扎排、漂木的过
程。详实再现了即将消失的以
水运方式放木的原型。由于粗
放的水运漂木破坏性大，损耗
大，大规模的漂木在近20年逐
渐停止。但在金沙江上游深山
峡谷中藏人的民居建筑和生活
必须，仍然要使用完整粗大的
原木。他们在远离居住点的深
山上选择性的釆伐后，沿用了
古老的水运办法，将这些原木
运送回家。这即是《金沙江飞
排》记录的也是当下还在发生
或将消失的事情。同时，影片
还记录了康巴文化保留的许多
罕见的古老民族习俗，它特有
的开放性，饱含着文化交融产
生的新内涵，并呈现出生机勃
勃的无穷魅力。

峨影音像有限公司以纪录
电影的方式，探索性选题，以求
艺术形式与内容的突破，这是

一个有着前瞻性的大胆尝试。
这样的探索一方面来自于国家
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视，
另一方面来自于党的十八以
来，所提倡的高度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

2015 年 12 月，《金沙江飞
排》荣获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
花奖”（民族影像类）；2016年7
月，央视一套在《中华民族》栏
目播出，引来好评如潮。

（德格县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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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
这千古绝唱让人们唏嘘慨叹蜀地
的交通状况之时，在遥远的德格
县各麦村藏民，以他们的智慧、勇
敢和无畏，用木筏沿金沙江飞泻
千山万岭之间，用生命连接起了
一条通道。

❼

本报讯（宋明林）近日，州教科所、州电教馆举
行了我州首届全日制录播式远程网络教学赛课活
动举行。全州18个县（市）的1600多名教师通过
远程直播全程参加观摩学习。

此次大赛主题为“远程共研 异地重构 协同
未来”，旨在追踪全日制远程录播式教学常态工
作，展现我州数学教师录播式教学开展成效。赛
课活动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初赛阶段由各
县（市）、直属学校教研室、校教科室负责组织，教
仪站负责技术支持。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来自全
州18个县（市）、直属学校的21名教师参加州级决
赛。决赛过程中，参赛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引导学
生质疑，灵活运用多种教法解疑，倡导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交
流、创新意识等方面全面发展。

大赛邀请了成都市锦江区教研员晏长林、康
定市教育局教研员彭龙才等8名省州知名教师参
与点评，经评委公开、公平、公正地评选，康定中学
鲜军脱颖而出获得特等奖，白玉县中学刘李等4
名教师获得一等奖，德格县中学袁洪等7名教师
等获得二等奖，石渠县中学罗腾果等9名老师获
得三等奖。

我州远程教学
赛课活动圆满落幕

本报讯（张晓强）州文体广新局政务服务窗口
以开展优化发展软环境专项整治行动为载体，深
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严格落实“两集中、两到位”工作，提高审
批效率。

窗口工作人员在审批工作中保持严谨的工
作作风和过硬的思想作风，进一步树立服务意
识、全局意识、法制意识、责任意识、效率意识和
廉洁意识，坚决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和
庸懒散软、冷硬横推、吃拿卡要”的现象出现。
切实做到想为办事群众之所想、急为办事群众
之所急，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的理念直接体现在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上，
表现在为办事群众的亲切服务上，自觉落实在
具体的审批工作中，切实将州文体广新局政务
服务窗口建设成为便民惠民、依法行政、亲切服
务、展示形象的平台。

州文体广新局
规范审批程序

漫游康定
MANYOUKANGDING

■毛桃 文/图

星期六中午，天气晴好。搭乘单位
同事易兰夫妇的车，我们沿着G318一路
西行。到了新都桥吃罢午餐，又继续行
程，在东俄洛叉路口转入S215，一路北
行，直到一个叫扎木嘎的地方——那里
有一座由圆木搭建的桥梁，跨越立启河，
距公路不远。这次，我看到在距木桥不
远的上游方向，还新搭了一座钢架桥，绿
油油的。两桥并列着，但却不像并蒂莲。

这之后，我们下车，由北往南，沿
公路往回走，拍摄河对岸的村庄，拍摄
河滩上或岸上的彩树，拍摄有白杨树
映衬的黑石藏房。时值10月中旬，彩
林还未形成规模，稀稀落落的彩树就
成了亮眼的明星，耀眼夺目。这个时
节的彩树主要是指那些树叶呈黄色或
红色的树木了。

就这样走走停停、行行摄摄，直至过
了柏桑桥才重又上车。

到了新都桥街上，吃过晚餐，同事夫
妇驾车回康定，我和绍英去预订的一家客
栈落脚。明天，我们准备去走一条山沟。

对于有着“摄影天堂”之称的康定

市新都桥镇，我是来过无数次的，当
然，大多数时间只是路过。而这次，我
是抱着“不走寻常路”的念头来游新都
桥的，纵使现在的“天堂”有因乱修乱
建乱挖乱围而呈下坠态势。我高概率
地相信，在高原，每一条山沟都意味着
一条风景线。

就让我们顺着山沟去寻觅那些幽
居的风景吧！

第二天上午，顺着新都桥街上那
条几乎与街面垂直的沟，我们溯流而
上。从卫星地图上看，那片区域属新
都桥二村，有近路通往雅江县祝桑乡。

依然在找醒目的彩树来拍。但更
多时候，我拍的却是那些散发着宁静
之气的黑石藏房——它们是我照片中
的主景；配景多为白杨树，无论是否

“挂彩”。
一座河边的水磨坊，由不规则黑石

砌就，沧桑感爆表。以此为背景，我们
开始了自拍，笃信文艺范的片片就应该
由此类背景来承担。一位站在不远处
的藏族老阿伯，在瞅了我们好一阵后终
于走向了我们——他来看我们是在干
什么来着。在向他解释了我们是在拍

照之后，他乐呵呵地与我们合了影。
第三天早晨，因与客栈老板娘头天

就约好一起包车到康定，故起了个早的
我们就在约定时间去叫老板娘了。下
楼时，发现昨晚下雪了，楼梯上有白扑
扑的积雪让人下楼小心。

老板娘捱了好一阵才走出房门。
她说昨晚下雪了，折多山上有冰雪路，
她不打算今天去康定了。

略作思忖，我对绍英说：我们也不
走了，我们拍雪景去。

吃罢早餐，我们决定去走仁青卓
玛亲戚家所在的那条山沟。十二年前
的国庆长假，我曾与几位朋友去过那
里，沟口好像就在一加油站附近。

朝大致的方向走去，边走边拍雪
景，伴随着因惊喜而来的大呼小叫，结
果，竟将找加油站这事给忘了。最后，
去走了一条与公路渐行渐远的乡间小
路；再后来，就走到昨天才走过的那条

“二村”路上去了。
新都桥乡村的雪景很美，甚至，不

输于秋景。在白茫茫的原野上，几幢
黑石藏房，若干白杨树，简约，宁静，让
人凝神观照，过目难忘。

在新都桥摄行

丹巴山歌集锦
DABASHANGEJIJIN

衬词形式：

一（哟）杯子酒（啊），

给郎斟。

姐问情郎（嘛），

几（哟）时生？

小郎（的）生在元宵会（呃），

姐在（的）元宵闹（哟）花灯（呢）。

姐在（的）元宵闹（哟）花灯（呢）。

一杯子酒给郎斟，

姐问情郎几时生，

小郎生在元宵会，

姐在元宵闹花灯。

姐在元宵闹花灯。

二杯子酒望乡台，

望乡台上摆张桌，

抹把桌子擦把椅，

二人对坐请一杯。

二人对坐请一杯。

三杯子酒进花园，

姐进花园弄三弦。

摘花娘子戴花少，

二人做事二人了。

二人做事二人了。

四杯子酒四立夏，

稻田秧子栽满坝。

当初说的啥子话？

而今忘了他。

而今忘了他。

五杯子酒五端阳，

高粱烧酒加雄黄，

劝郎少喝雄黄酒，

酒后贪花误小郎。

酒后贪花误小郎。

六杯子酒汗蒸蒸，

姐在床前取手巾，

轻轻给郎抹把汗，

花花扇儿煽两煽。

花花扇儿煽两煽。

七杯子酒七月半，

姐留情郎吃早饭，

郎说多谢又多谢，

姐说简慢又简慢。

姐说简慢又简慢。

八杯子酒月照楼，

情郎倒在姐怀头，

轻轻拍郎三巴掌，

劝郎小心又小心。

劝郎小心又小心。

九杯子酒是重阳，

菊花造酒满缸香，

人家造酒客来饮，

我家造酒无人尝。

我家造酒无人尝。

十杯子酒送郎走，

送郎送到堂屋头，

双手坠着郎腰带，

这回走了几时来？

这回走了几时来？

十一杯子酒送郎走，

送郎关到大门口，

郎骑白马微微笑，

姐在绣房眼泪流。

姐在绣房眼泪流。

十二杯子酒送郎走，

送郎送到桥档头，

手把栏杆望水流，

水流东海不回头。

水流东海不回头。

（牟子收集整理）

十二杯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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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WENHUAZIXUN

本报讯（记者 宋志勇）日前，我州流动舞台
车（图书车）发放仪式暨使用培训会在康定举行，
旨在为全州 13 个县（市）及州歌舞团、州图书馆
统一配发流动舞台车、图书车，着力解决基层群
众看文艺演出难、看图书难以及文艺表演团体下
乡演出搭台难、转点难等实际困难，进一步丰富
基层农牧民群众文化生活。这是继全国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实施的又一文
化惠民工程。

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我州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积极探索路径、创新模式、完善政策、加大
投入，基本实现了“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
综合文化站、书屋进村入寺”的建设目标。但是，
由于我州地处西部高原边远山区，开展文化服务
点多线长，特别是随着农牧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的改善，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要求越来越高，
仅仅依托各级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
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已经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此，在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和
省文化厅、财政厅的支持下，共投入资金 580 万
元，采购了14辆流动舞台车、1辆流动图书车，积
极助力各级文艺团体广泛开展送文艺、送图书下
乡活动，对树立践行核心价值、繁荣发展文化文
艺、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传递文明时代风尚将起到
极大的推动作用。

“各接收单位要充分发挥流动舞台车、图书车
方便、快捷、灵活的优势，制定好送文化、送书籍下
乡计划，多深入远郊牧场和农家藏寨，多服务广大
基层农牧民群众，真正把流动舞台车、图书车变成
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车’、农村实用技术落后的

‘培训车’、科技信息的‘服务车’、群众脱贫奔康的
‘连心车’，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美
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州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仪式上，州委宣传部、州文体广新局相关负责
人为各县（市）代表发放了车钥匙。现场还对流动
舞台车的灯光、音箱以及舞台开关等的使用进行
了全面培训。

我州发放
流动舞台车（图书车）

本报讯（州志办）为進一步深度挖掘、开发利
用甘孜州地情资源，切实为全省的《治川史鉴》提
供第一手资料，近期，我州地方志系统本着“存史、
资政、教化、育人”的宗旨，从甘孜州的地理位置、
地名由来、建置沿革、区域特色等地情信息简要概
况，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整理编纂，全面完成了对

《治川史鉴》甘孜州资料的供稿工作。

州志办完成
《治川史鉴》供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