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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

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传

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理念，连日来，团州委指

导我州各级团组织积极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引领广大

青年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以实际行动续写新时代

雷锋故事。

共青团甘孜州委联合大唐

国际甘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走

进康定市瓦斯沟小学，开展了

“学雷锋风尚燃科技助学之光”

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向孩子们

讲述了雷锋的生平故事，带领

他们齐声朗读雷锋语录、齐唱

《学习雷锋好榜样》。

共青团康定市委组织志愿

者走进西大街小学和实验小

学，开展雷锋精神宣讲活动。志

愿者们给同学们讲解雷锋精

神，并宣传了防校园欺凌等相

关知识。同时，志愿者还联合康

定W-ONE美发工作室在甘孜

州特殊学校开展“学雷锋·青春

行”——康定爱心义剪志愿服

务活动。在新城河段以及情歌

公园，志愿者们开展了环境卫

生整治志愿活动，共同维护绿

水青山。

共青团九龙县委联合多家

单位开展《甘孜州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宣传活动。活动中，志

愿者们还为群众讲解了科学知

识、介绍了非遗技艺，并为群众

免费提供了血压、血糖测量和

健康咨询。

共青团炉霍县委组织青年

志愿者前往敬老院，为孤寡老

人送去牛奶、大米、衣物等慰问

品。同时，志愿者们为老人们献

上精彩的文艺演出，送去了关

怀与祝福。

共青团甘孜县委联合“躬

行公益”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为罗布林第一幼儿园644

名幼儿送上保暖帽。同时，志愿

者们还开展了全域无垃圾志愿

服务活动，积极为服务社会、美

化环境贡献青春力量。

共青团德格县委联合波罗

(岗托)筹备处团支部开展环卫

工人慰问活动。活动向一线环

卫工人送去食用油、清洁用品

等物资，并协助环卫工人清扫

街道、清运垃圾，亲身体验环卫

工作的艰辛。志愿者们表示，将

持续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传承

雷锋精神。

共青团石渠县委联合起坞

乡团委、乡村两级干部通过“三

走一组织”的方式，开展了“学雷

锋·暖民心”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走近敬老院、孤

儿家庭、困难群众，用行动传承

雷锋精神。同时，还组织40余名

中小学生观看了电影《哪吒之魔

童闹海》，进一步丰富学生的精

神文化生活。

共青团雅江县委联合国

网雅江县供电公司，组织 10

名青年志愿者深入河口镇渡

口社区开展“志愿微光成炬·

共筑美好社区”学雷锋纪念日

主题活动。活动涵盖社区环境

清洁、安全知识宣传、困难群

众慰问等。

共青团理塘县委在双语寄

宿制示范小学开展了“雷锋纪

念日”主题活动。活动通过PPT

展示、视频播放和现场讲解等

形式，向同学们宣传雷锋精神，

激发践行热情，为构建和谐校

园、和谐社会贡献青春力量。

共青团巴塘县委组织西部

计划志愿者在格木、波密小学

开展“嘻啵巴塘·春日‘锋’行

爱心物资筑梦程”主题活动。活

动为学生发放了学习用品、“甘

快传”微信小程序宣传单以及

课外书籍。

共青团稻城县委组织开展

青春志愿行动，为外卖配送员

送去致谢卡片和礼包。同时，志

愿者们联合县卫健局在各中小

学幼儿园开展了“学雷锋·义诊

暖人心”结核筛查活动。

共青团乡城县委联合县委

社工部，组织15名西部计划志

愿者走进敬老院开展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

社会的关爱。

共青团白玉县委开展“青

春志愿‘我’先行·春日追‘锋’

暖人心”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

40余名新业态青年群体送去贴

心关怀。活动向青年们送上了

耳罩、手套、洗漱用品等。

甘孜州青年志愿者协会供稿

志愿精神点亮青春之光
我州各级团组织积极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为积极应对近日

的强降雪天气，保障辖区居民

安全出行，康定市炉城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组织街道

干部、党员、社区工作者等 60

余名志愿者，开展“清积雪、保

畅通、暖人心”志愿服务活动，

以实际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

神，为居民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活动中，各村（社区）文明

实践站的志愿者手持铁锹、扫

帚等工具，在主要交通路口、背

街小巷全力清除路面积雪和结

冰，为辖区居民开辟出安全的

出行通道。尽管天气寒冷、雪花

纷飞，但志愿者们热情丝毫不

减。过往居民纷纷表示：“今天

多亏街道干部和志愿者了，这

么冷的天，下这么大的雪，他们

在街道上清理积雪，让我们出

行方便又安全。”

杨秋英 文/图

用行动传递温暖
康定市炉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组织

开展“清积雪、保畅通、暖人心”志愿服务活动

图为志愿者正在清扫积雪。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从传统技艺到节庆礼仪，非遗作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正以活态形式在当代社会

中蔚然成风。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开始追捧，非遗不仅成为他们共

同的文化记忆，也在热爱与传承之

间促生了新的文化认同感。在甘孜

县“罗布林手造”孵化园，一群青年

手工艺人用创新思维激活古老技

艺，在乡村振兴画卷上书写着新时

代的传承故事。

唐卡传承人：以笔墨传承

千年技艺

28 岁的泽仁单真以笔墨传承千

年艺术，在从小学习“勉唐画派”“嘎玛

噶孜画派”等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融合

当代素描画法和“点派唐卡”技艺，以

密集点状笔触替代传统平涂与晕染，

以点代线，用点阵塑形，制造立体颤

动、光影流动的视觉效果，让唐卡新流

派走入更多人的视线。

技艺的守正创新之路离不开活

态传承，在入驻“罗布林手造”孵化园

后，泽仁单真与其他唐卡画师定期交

流、相互学习，同时招收学生、传授技

艺。此外，他还突破载体边界，选用落

叶、石头、木头等载体，让唐卡焕发新

生，通过轻量化文创产品，让千年唐

卡突破地域限制，融入各种人群的生

活场景。

裁缝姐妹花：一针一线绣

出新天地

“我从小跟着家里人学做藏装，

现在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我想在原有

的工艺上加上一些现代和时尚的元

素，让藏装更漂亮。”1996年出生的巴

登拥措在工作室里认真缝制着藏装。

这位充满创业激情的姑娘，致力于将

现代风格与传统藏装相融合，创造出

既经典又有新意的华美服饰。在她手

中，传统藏装变得“五颜六色”，带着

“cool 感”，每件服饰都成为行走的靓

丽名片。

距巴登拥措工作室几米的另一个

工作室里，泽仁则正在剪裁布料。这位

拥有三级缝纫工证书的培训师，13年

间从负债少女成长为技能培训的“藏

装教授”。作为甘孜州技能培训师资库

教师，泽仁则深谙传统藏装工艺，熟悉

市场。近年来，她先后在白玉、道孚、九

龙、德格等县参与技能培训教学工作，

教授学员面料辨别、衣服制式、纹样设

计等，以技艺传承助力乡村振兴。

牛皮新生代：百年技艺的

时代“革”新

走进生龙青批的红牛皮工坊，琳

琅满目的红牛皮制品让人目不暇接。

这位红牛皮制作第三代传承人，用20

年时间完成了从父辈仅将牛皮加工成

基础原料，到创新开发藏鞋、藏式包、

牛皮箱、马具等的跨越，让百年技艺实

现了从初级加工到文化创造的质变。

生龙青批家族的红牛皮工艺传承

史，见证着传统工艺的振兴之路。他从

八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红牛皮制作手

艺，但外公和父亲只是将制作好的红牛

皮作为原材料低价销往青海玉树。年轻

的生龙青批想在红牛皮文创品制作上

有所造诣，便前往青海玉树系统学习红

牛皮二次加工工艺。如今，他运用雕刻、

剪贴等技法，并融入藏族文化元素，将

平面牛皮转化为立体实用品，既守护技

艺根脉，也激活其可持续的生命力。

从高原作坊到城市展会、从家传技艺

到现代手造、从传统非遗到现代文创，这群

青年传承者在“罗布林手造”孵化园里，将

现代设计理念和时尚元素融入传统手工

艺，使文创产品既具有文化味，也充满时尚

味，更加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据悉，“罗布林手造”孵化园通过

“资金扶持+技能培训+市场对接”多

维发力，积极吸纳青年手工艺人入驻

园区。目前，35 岁以下手工艺人占比

约28%，“老中青”梯队结构正逐步形

成。这些年轻匠人用创新诠释着最美

的传承，让传统技艺更具活力。

甘孜县青年手造艺人——

让传统技艺更具活力
◎赖红 王熙 文/图

图为巴登拥措正在工作室里缝制藏装。

◎婧蓝

在贵州榕江，“村超”国际范儿越来

越足；在四川崇州，川派盆景艺术不断

走向世界；在浙江嵊州，来自世界各地

的戏迷共品越剧韵味……中国各地乡

村文化生活不断出新出彩，为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不少来华外国人

士切身感受到中国乡村生活新气象，在

中国乡村收获越来越多的幸福感。

乡村振兴，文化先兴。乡村振兴是

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文化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关系乡村持续发

展的内生动力。以文化振兴促进乡村振

兴，既要明确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根基、

承载历史的记忆、凝聚民众的情感，也

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培元、以文兴业，

着力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

路径，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

能，绘就一幅幅看得见的“诗和远方”，

让亿万人民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

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激活乡村产

业的创新动力。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精

神基础。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党员干部

要深入到基层一线，在走访调研的过

程中，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农耕文化、

民俗文化等资源，讲好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历史，唤醒共同的乡土记忆，也以

数智赋能，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擦

亮乡村文化的“特色名片”。创新创意

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是文化繁荣兴

盛的活力源泉，也是文明绵延繁盛的

不竭动力。借助各类活动，给大众提供

了一个了解乡村文化、民族文化的窗

口，让乡村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培育文旅经

济新增长点。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

源头活水和宝贵财富，要将沉睡的文

化资源转化为现实效能，就需要打造

乡村文化品牌，带动发展文化产业、塑

造文明乡风、扩大文化交流，在增强优

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中，增

强农民的自豪感、自信心，更好地融入

乡村，汇聚众智、同题共答、协同联动、

形成合力。以文化振兴带动乡村经济

发展，既要因地制宜，不走寻常路，善

于探索特色文旅新路径，也要聚焦大

众多元化的文旅出行需求，运用“文

旅+”的方式，汇聚巨大的人流量，转化

为经济增量，以文旅发展为乡村振兴

发展注入新动能。

丰富文化活动，促进乡村文化繁荣

发展。繁荣乡村文化，激活振兴动能，既

要坚持农民唱好“主角戏”，让乡村文化

活动由农民组织、农民参与、农民捧场、

农民受益，也要依托文化阵地、创新组

织形式，利用好农家书屋、村史馆、文化

大礼堂等生活场所，让更多人感受乡村

“泥土味”、农民“人情味”，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同时，

坚持科技赋能乡村，以沉浸式文化体

验、场景式文明生活，让大家感受乡村

文化的魅力，着力把自然风光和人文风

情转化为旅游业的持久魅力，让更多乡

村以“特”出圈出彩，让好文化融入新生

活，赋能乡村振兴。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

“文化+”的新模式，推动文化产业与旅

游业、林业、农业、体育等产业深度融

合，强化交通支撑，优化生态环境，努力

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

境，打造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让乡

村在新时代舞台上绽放光芒。

激活乡村文化活力，绘就“诗和远方”新画卷

◎殷洁 叶强平

文明乡风，沁润民心。3 月中旬，

走进海拔 3600 多米的理塘县麦洼乡

热鲁村，这座位于横断山脉麦洼河谷

之中的偏远小山村，村容整洁、民风和

善，空气中飘散着春日泥土的清香，和

煦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热鲁村，藏语蕴含“和美山谷”之

意，这是这方绿水青山之地的原生秉

赋，而新时代文明积分制也正悄然改

变着这座小山村的外在与内涵。“你

看，我们村家家户户的柴火垒得多整

齐。”经过农户院落，一脸黝黑的村党

支部书记次村吉村自豪地介绍，“以前

大家习惯于乱堆乱放，碎柴尘土到处

都是，现在不同了，我们村实行了文明

积分制，环境越来越整洁。”

“我们村的积分方式与群众生活

息息相关，分为人居环境、先锋模范、

为民办事、团结友爱、重大事项五大领

域，像家里有孩子考上大学、为乡邻办

了好事等都能加分。积分每季度统计

一次，年底按全年总分高低评奖，一般

70分以上都有一定物质奖励。积分还

和村牦牛产业集体经济分红挂钩。”四

川艺术职业学院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

王方林介绍说。试行积分制现已成为

热鲁村德治教化的有力载体，崇德向

善、尊师重教、守望互助……在小山村

蔚然成风。

刚从达州某大学毕业的曲都，和

王方林一道给村里的娃娃们辅导了

30 多天的寒暑假作业。“语文、数学、

藏文都帮着辅导，还讲解防火知识、食

品安全知识等，娃娃们都很高兴。”村

里的“民族团结户”友珍感激地说。因

为无私帮助乡邻，曲都家得到了 3 分

的“团结友爱分”。

热鲁村坚持党建引领先行，注重

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吸纳村里党员、村

干部、青年大学生等群体，建立了矛盾

纠纷调解会、“红白”理事会，激发村民

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依托

村活动中心和文明实践站，改造建立

了便民服务场所。“哪家要办喜事，都

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场所。我们把全村

人分成民俗组、后勤组、物资材料组，

大家一起帮忙，能节省一大笔钱。”次

村吉村说。

文化能滋养民心、丰裕生活。热鲁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经常性开展“农

牧民夜校”政策法律宣讲、扶困济弱暖

情慰问志愿服务、民俗活动“耍坝子”、

民间歌舞表演等多类文明实践活动，

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今年，

我还想带着我们村的青少年学生到成

都、到四川职业艺术学院参加研学文

化活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

交融。”望着远山，王方林的眼中满是

希望。

近年来，理塘县积极探索创新乡

村德治实践，以适合本地实际的积分

制涵养淳善家风、和睦民风，以丰富多

彩的文化实践润育人心、滋养童心，以

群众主导的自治组织互帮互助、心手

相牵，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粗放

粗治”向“善耕善治”转型。

聚力乡风文明 铺展德治新景
理塘县热鲁村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