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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厅专家赴我州
开展就业创业指导培训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
在我的世界里，锅庄舞是日
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阿德说，“在新龙，人们是离
不开锅庄的，无论是婚礼、
迁新居等喜庆的场合，还是
春节、‘十三节’等节庆活
动，我们都会跳锅庄舞，而
每逢县里的重要活动，锅庄
更是重头戏。”

阿德生长于新龙县的
一户艺术世家，她的父亲是
手工艺人，擅长缝衣制靴，
通晓风俗礼仪，母亲也是一
位能歌善舞的女性。儿时，
阿德就受到父母影响，对歌
舞尤为喜爱。

“大概是四五岁开始，我
就喜欢上了锅庄。”在牙牙学
语的年纪，阿德便开始了自
己的歌舞人生，“几年后，我
开始跟着‘全新龙最会跳锅
庄’的呷珠老人，唱跳锅庄。”

此后，在新龙各处节庆
活动的锅庄队伍中，总能见
到阿德的身影，她逐渐掌握
了唱跳的技巧。“当时，呷珠
老师告诉我，跳锅庄甩水袖
要用巧力，像撒花一样，而在
踏脚的时候动作要轻，同时

身体要保持柔软。”呷珠老师
当年的话语，阿德到现在都
还记忆犹新。在十年间无数
次的实践中，阿德慢慢练就
了自己的唱腔舞步，成为新
龙锅庄表演名人。而后，在新
龙不论是婚嫁喜庆还是逢年
过节，抑或是锅庄队出行，都
有阿德参与。渐渐地，她找到
了自己守护的精神家园。

“爸爸说我从小就特别
喜欢跳舞，我十四岁那年，
他为做我了三双鞋子。”阿
德拿出一双舞鞋，回忆着自
己的芳华岁月。“爸爸八十
八 岁 去 世 ，不 管 到 哪 里 演
出，我都会穿上他留下的鞋
子 ，这 是 对 父 亲 最 大 的 藉
慰。我一直记着他的嘱托，
好 好 跳 舞 ，收 集 民 间 锅 庄
词、曲，将新龙锅庄传承发
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虚
心请教、精心收集、用心练
习、专心表演……年过半百
后，阿德超越了新龙县所有
锅庄表演艺人，成为新龙锅
庄“第一人”。2017 年，她
获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
级传承人，这份荣誉，是新
龙锅庄给予她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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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锅庄文化传承路

◎洛呷 甘孜日报记者
李娅妮 文/图

“巨龙”汲取雅砻江的活
水，播洒着生命激昂奔腾的雨
露，滋润着这片神奇的土地。

新龙，是锅庄的故乡，新
龙锅庄是高原上最典型的圆
圈舞蹈，在看似简单的曲调和
舞步中，寄托着康巴儿女对和
谐生活的向往。新龙锅庄历史
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南
北 朝 时 期 ，至 今 已 有 大 约
1500年的历史。

“每年八月，是新龙群众
庆祝丰收的‘锅庄节’。人们倾
城而出，扶老携幼，来到水草
丰茂、鲜花盛开的草地，以湛
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和巍峨
的雪山为背景，跳起欢快的锅
庄。”新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周权告诉记者，新龙锅庄历史
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堪
称康巴地区文化传承的活化
石，“从古至今，新龙县交通不
便，与外界接触相对较少，是
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因此，
发源里这里的歌舞，反映了先
民们的生活习俗，传承着延续
千年的传统文化。”

2005年，新龙县被省文化
厅授予“锅庄之乡”的称号，2008
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并被文化部授予“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一路风雨一路歌。多年
来，阿德怀着一颗赤诚初心，
将一腔热情倾注在了跳锅庄、
收集整理锅庄材料的工作中。
她对锅庄的热爱，已经到了痴
迷的程度。

“新龙锅庄就其类型而
言，大致可分为上瞻锅庄、中瞻
锅庄和下瞻锅庄三类。从不同
区域的舞步动作上看：上瞻锅
庄以奔放洒脱著称，踏步动作
变化较多；中瞻锅庄较多的吸
取了踢踏等其他舞种的动作，

以浪漫动感见长；下瞻锅庄则
以搭肩、牵手为主，动作起伏变
化不大。”采访中，阿德向记者
介绍了新龙锅庄的各种形式，

“新龙锅庄十分注重歌词内容
的表达，有时甚至在跳锅庄的
过程中席地而坐，男女对歌。”

“锅庄有自己的特点，但
这些抽象的舞蹈表演形式很难
直接放进陈列室，需要一代一
代传下去，真正的保护，关键就
在于传承。”谈到传承保护，阿
德若有所思，“原生态锅庄是民
族文化中的艺术瑰宝，但在岁
月流逝中曾一度面临着失传的
险境，希望更多的人理解和支
持我们，共同努力，把新龙锅庄
文化传承并发扬下去”。“新龙
锅庄无论谁愿意学，我都可以
教他。”如何让新龙锅庄后继有
人？阿德一直在努力。多年以
来，无论她是在舞台上、广场上
跳舞，还是在正式表演时，都不
遗余力地推介着新龙锅庄，并
且已经带动了许多年轻人学习
跳锅庄。长袖飘飘、连臂踏歌、
围圈起舞……如今在新龙县，
随处可见这样欢快的场面，锅
庄这一藏族传统的舞蹈，正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一
代代传承下去。

“今后，我们将依托民族特
色文化，打造特色民族文化旅
游资源品牌，更进一步挖掘新
龙原生态锅庄，着力挖掘民族
民间文化精品。”采访中，周权
透露了新龙锅庄的未来走向。

采访最后，老阿妈阿德加
入了格萨尔广场上的锅庄队
伍，面带微笑，翩翩起舞。而在
不远处，为拍摄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献礼快闪视频的摄影
师，记录下阿德跳锅庄的模样。

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的古老
艺术，正在通过网络，走向世界！

三双舞鞋，记录最美芳华

甘孜日报讯 秋光潋滟晴
方好，最美人间九月天。9月17
日，备受瞩目的“相约格萨尔王
城·寻觅金珠牡王妃”2019年中
国甘孜县首届旅游形象大使选
拔赛在该县格萨尔王城激情上
演。从112名报名选手中脱颖而
出的53位优秀“幸运儿”盛装登
场，让千余位观众享受到一场
藏族女性“颜值与才气交织”、
格萨尔王城“美景与人文相融”
的视听盛宴。

当天中午，进入半决赛的
53名选手惊艳亮相、同台竞演，
来自全国五省藏区、各行各业
的她们，通过自我介绍、才艺展
示、推介演讲等形式火热比拼，
34名气质佳、形象好、才气足的
佳丽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决
赛入场券及争夺代言人的珍贵
机会。

决赛现场，参赛姑娘们尽

显所长，在舞台上一展她们的
曼妙身姿与自信优雅，散发出
古典藏族美女的气韵，尽显藏
民族服饰之美，观众席里不时
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此外，经
过藏汉英三语展示、珠牡王妃
选段再现、劲歌热舞互动、原创
诗歌吟诵、藏文书法表演、藏族
服饰走秀……的激烈角逐，由7
位藏区知名文化专家、艺术家、
格学专家、形象顾问等组成的
评审委员会，严格按照形象、藏
族女性的魅力和气质、藏区各
地服饰特点三大部分进行现场
打分，根据分数对所有选手进
行排位。

最终，来自甘孜县仁果乡的
第 50 号选手登真拥措获得“金
珠牡王妃”荣誉称号，成为甘孜
县格萨尔王城旅游形象大使；来
自甘孜县贡隆乡的第14号选手
鲁德西获得“银尼琼”荣誉称号，

来自德格县更庆镇的第41号选
手占马泽措获得“玉卓洛”荣誉
称号，并评选出来自九龙县的第
39号选手张玉梅、来自甘孜县的
第3号选手银措及第49号选手
德西青措三名选手为最佳才艺
表演奖以及在线累计 689 万多
张网络投票的52号选手卓玛央
措为最高人气奖。

值得一提的是，这7位获奖
选手将作为“岭国七姐妹”集体
为甘孜格萨尔王城代言。统分
阶段，甘孜县五个片区工委还
选派出100位花卉展仪现场登
台进行服饰表演；随后，举行了
颁奖仪式。

“此时此刻的心情太激动
了！我会特别珍视和发挥好这
份形象大使的荣誉，希望未来
能通过自己的言语、歌声、舞蹈
等把格萨尔文化和王城的大气
恢弘传扬开来。”登真拥措竞逐

夺冠后兴奋不已地告诉记者，
今后，将履行好王城宣传、志愿
服务等职责，并根据主办方的
安排积极参与其他相关工作，
向全世界展示新时代藏区青年
人的风采风貌，展现年轻活力
的甘孜形象。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本次
大赛是甘孜县格萨尔王城旅游
营销暨中国·甘孜第二届“珠牡
迎秋节”群众文艺系列活动的
一项重要子活动。赛事以王城
旅游形象大使选拔为切入点，
以“寻觅金珠牡王妃”为主题，
共设置海选、晋级赛、短训、半
决赛、总决赛等7个阶段。据《格
萨尔》史诗记载，珠牡美若天
仙、风姿绰约，相传为白度母化
身，格萨尔登上王位后将其纳
为十二王妃之首，深受格萨尔
王宠爱；千百年来，珠牡已成为
藏族人民心中集外貌与心灵双

重美好的代名词。现如今，甘孜
县通过举办珠牡选拔活动，旨
在挖掘出一批深具藏族女性魅
力，多才多艺、德才兼备且了解
热爱《格萨尔》史诗，热衷于保
护传承格萨尔文化的优秀人
才，树立“格萨尔王城文旅代言
人”的标杆与榜样；同时，希望
借此次活动全面展示甘孜县抢
抓政策机遇，创新发展理念，审
慎科学决策，充分利用境内自
然山水、红色文化、民俗文化、
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为一体的
丰富的文旅资源，力求让格萨
尔文化在静态中展示，在动态
中体验，从而进一步激发藏区
各地深入开发格萨尔文化资源
的共识，共同推广“人人是旅游
形象大使，处处是旅游环境”的
全域旅游理念，给甘孜旅游文
化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 李娅妮

一颗初心，传承千年舞蹈

相约格萨尔王城 寻觅金珠牡王妃
甘孜县首届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圆满落幕

一 位 古 稀 老 人 的

（紧接第一版）七部门配合实施发
放价格临时补贴。

今年4月至7月，我州CPI中
的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连续几
个月超过6%，为保障我州低收入
群众生活水平，在即将到来的中
秋、国庆之际，送上一份温暖，经
州政府同意，我州已于 8 月启动
甘孜州“联动机制”，向城市低保
对象、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
对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领
取国家助学金的家庭困难大中
专（含高职、中职）在校学生、农
村低保、城市特困集中供养对
象、城市特困分散供养对象、农

村特困集中供养对象、农村特困
分散供养对象共 9 类低收入人
群，按标准或高于标准一次性发
放 4 月至 7 月共 4 个月的价格临
时补贴。

下一步，为应对持续上涨的
猪肉、鸡蛋等市场重要商品价格
变动情况，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
水平，我州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
督促各县（市）做好8月及以后的
价格临时补贴统计、发放等工作，
直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
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回落到
6%以下时，即停止联动。

州发改委

保障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上接第一版）
8 月 19 日一早，李祎与杨国

龙通电话，商量“微法院”宣传册
制作的事。杨国龙告诉她，法律知
识不仅要做到准确无误，还要请
专业翻译人员翻译，制作成藏汉
双语版，要让牧民群众看得懂。他
还说，把乡上的事情忙完，下午就
回来。李祎万万没想到，这竟是她
与杨国龙的最后一次通话。李祎
告诉记者，杨国龙去世后，在为他
整理简历信息时，却发现“荣誉奖
励”一栏竟然没有任何内容可填。

李祎想起，院里每次推荐个
人的荣誉评选时，杨国龙总是说

“我是领导，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
人吧”。李祎曾想，不评就不评吧，
反正以后还有机会，现在却再也
没有机会了。

炉霍县法院刑庭庭长罗布战
斗是与杨国龙一起进入法院系统
共事的。2016年9月，杨国龙调任
石渠后，两人经常打电话联系。

“他是一个非常踏实、坚持原则、
特别随的一个人，年轻干警和他
一起出去办案，他都是吃苦在
前。”在杨国龙遗体告别仪式上，
罗布战斗回忆与杨国龙共事的过
往岁月，脸上皱纹陷得更深了。他
告诉记者，出事前一个月，他俩还
促膝长谈，没想到却成了最后一
次相聚。

杨国龙1990年参加工作后，
历任炉霍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石
渠县人民法院院长。

在石渠县三年时间里，杨国龙
创新了“石渠法院藏汉双语一带一
模式”和“角色+模拟法庭模式”，举
办“以案学法”“掌上双语课堂”，还
派干警到成都市金牛区法院、佛山
市三水区法院跟案学习，到中山大
学、浙江大学等培训，干警业务素
养明显提升。“我们是法律的忠实
执行者，必须要在复杂形势下，具
备精确运用法治的能力，要在每一
件具体案件中，彰显法治的公平正
义。”杨国龙曾说。

“我要对标先进，以学促干，结
合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断总结和完
善工作经验，提出新思路、新方法，
拿出新举措，开创工作新局面，自
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尽职尽
责；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融集体智
慧于一体，打破自身思维局限，有
效推动工作落实。在创新推进工作

上下功夫，把贯彻党的要求与发挥
自身作用结合起来。”这是2017年
参加完新任县级领导干部培训班
之后，杨国龙发表在甘孜日报上的
心得体会。他言出必行，开创了石
渠县法院工作新局面。

接到杨国龙突发车祸的消息
后，石渠县法院执行局局长李禄
斌立即赶往事故现场，送杨国龙
前往医院抢救，然而，他却再也听
不到杨国龙的声音了。

斯人已去，音容宛在。李禄斌
清楚地记得，三年前，杨国龙到石
渠县赴任时的情景，身材单薄、弱
不禁风的杨国龙出现在大家面前，
一番寒暄之后，李禄斌心里嘀咕，
身材如此瘦弱的领导，不要说带领
大家开展好工作，能够适应石渠县
恶劣的自然环境就不错了。高原的
艰苦让留住人才成了难事，许多人
服务期一到就想尽办法离开。
2017年底，杨国龙被查出患有肺
大疱。这是一种并发症严重甚至可
危及生命的病症。他本有机会借此
调离，但他却选择了留下。抓班子，
带队伍，保障干警生活水平，提升
干警业务能力……杨国龙很快消
除了李禄斌的疑虑。

“意外 ，总是猝不及防，一
别 ，竟是永别，三水——石渠，跨
越3000公里的相聚，你用康巴汉
子的火热，让旅途变成回家。帐篷
里你举起甘甜的奶茶，并肩而行，
你告诉我扎溪卡草原有多大，指向
仍住着干警的危房，透过镜片也看
到你眼中的忧伤。去往法庭颠簸的
路途，你说那片五彩花海好美，看
着倾尽心血新建的法庭，你一遍一
遍说着心愿，一路穿山越岭。你定
然不舍，最美湿地辽阔高原你的
家。你定然不舍，心心念念的部属
被你当作亲人当作娃。一声呼唤你
已听不见，你化作了雄鹰，守护那
片草原。”对口援助石渠的广东省
佛山市三水法院乐振华得知杨国
龙殉职后，写诗悼念。

杨国龙始终干净干事、清白
做人，光明磊落、坚持原则，用实
际行动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人
民法官的浩然正气。为激励广大
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奋发有为，在建设美丽生
态和谐小康甘孜征程中当先锋、
作表率，州委日前决定，追授杨国
龙为“甘孜州优秀共产党员”。

扎溪卡草原送忠魂

甘孜日报讯 9月18日，由四
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
上海外服（四川）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承办，甘孜州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协办的人力资源机构
助力我州脱贫攻坚行动就业创业
指导培训在康定市举行。来自我
州州级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就业
创业导师以及企业代表共计1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四川省人力资源
服务专家委员会专家郭评以《琢
璞成玉——就业与创业》为题，
分别从形势与政策上，讲解了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国家
法律法规；并着力从社会稳定、
企业岗位需求、个人就业和学校

毕业生就业安置上，如何做好相
关信息，为就业创业人员提供相
应的就业平台和创业机遇，实现
就业创业人员人才价值作了详
细阐述。四川省人力资源服务专
家委员会专家钱建华则以《如何
开展职业生涯规划》为题，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讲述。两位专家先
进的理念、精彩的演讲，博得现
场培训人员的阵阵掌声。

据上海外服（四川）人力资源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此次
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活动，促
进当地同行及相关人士理念转
变，让就业创业在知识信息时代
能够有持续的驱动力。

记者 宋志勇

教孙女掌握跳锅庄要领。

我州办理首笔离境退税业务
甘孜日报讯 9月19日，稻城

亚丁日松贡布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成功开具了全州首份《境外旅客
购物离境退税申请单》，标志着税
收服务甘孜藏区对外开放发展迈
上了新台阶。

该笔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
业务为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旅客
购买稻城亚丁日松贡布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自主创新产品“文创冰
箱贴”，符合购买13%税率的国内
商品享受 11%退税率的政策规
定。该旅客出境时，将享受退税金
额67.98元。

州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离
境退税商店的设立，不仅提升了本
地特色商品和自主创新产品对外
销售便利度，有助于藏区农牧民群
众脱贫奔康、增收致富、改善民生，
而且有助于加快全域旅游发展和
甘孜藏区对外开放。下一步，全州
税务系统将进一步加大离境退税
政策宣传辅导力度，着力提高政策
知晓度和遵从度；进一步服务“退
税商店”提高业务办理水平，让入
境旅客真切感受大美甘孜与优质、
满意的税收服务。

朱艳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