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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下午，位于拉萨市娘热乡仁钦蔡
村的西藏雪堆白技工学校，迎来十余位我区非
遗专家，参观在此举办的“非遗+扶贫”藏族雕
版印刷技艺项目成果展，并举行相关艺术研讨
会。

一部由西藏雪堆白技工学校再造的丽江版
《甘珠尔》摆在展馆前沿最醒目处。它精美如
新，折叠装帧、朱砂印制和唯一有汉语标注目录
是其独有的特色。

这是 2012 年在大昭寺授权下，经过西藏雪
堆白古籍复制团队的努力，以现代数码高精复
制技术得以重新制作出版。“它的原版为明朝天
启三年丽江版《甘珠尔》刊印的 10 套中供养给
大昭寺所藏的一套全本 108 函。”西藏雪堆白技
工学校创始人宋明介绍，“丽江版《甘珠尔》是丽
江多元文化的重要见证，结合了藏、汉、纳西 3
个民族的文明和智慧，也是藏族地区刊印的第
一部大藏经。”

除带有浓厚藏族地区文化密码的传统雕版
技艺再现这场成果展外，一部由一位青年艺术
家刘婧完成的《千手观音》拓印版格外引人关
注。

《千手观音》是德格印经院最古老、最具代
表性的印版之一。几百年来，德格原藏版经过
长期印刷，画面模糊不清，至目前，已成绝版，不

再印刷。
两年前，青年艺术家刘婧有幸参与西南民

族大学国家艺术基金 2019 年年度人才培养资
助项目《藏族雕版技艺人才培养》。此后，她在
自身原有的雕刻技艺的基础上，用热爱与虔诚
的心，留在德格印经院历时半载，夜以继日，用
一双巧手传习经典，复现了这部《千手观音》的
盛容。

刘婧也因此进入德格印经院，由她一手复
现的《千手观音》目前藏于德格印经院。

一幅根敦群培大师头像摆在成果展最里
间，大师眼镜下一双深邃的眼神有一丝忧虑，似
乎可以直达人心。这幅人物头像雕版上方、悬
挂墙面的正是它的拓印版。

自去年以来，自治区群艺馆（非遗保护中
心）与雪堆白技工学校联手实施了一项实验性
文化工程——“非遗+扶贫”，主要以培训人才与
开发产品为核心，充分发挥非遗产业化的政策
优势，使藏族雕版技艺在新时代迎来新的发展
空间。

来自拉萨市尼木县普松乡和昌都市江达县
的 30 名民间手工雕版技艺人参与其中，通过集
体培训、田野考察、创作实践培训、产品研发，最
终由他们完成的 400 多件作品构成了当日的成
果展。

展馆中的根敦群培大师头像和琳琅满目的
吉祥八宝图案、符咒等系列雕版文创产品，正是
这次实验性文化工程的初步成果。

自治区群艺馆（非遗保护中心）副馆长平措
顿珠说，非遗保护中心与校企联合开展本项目，
旨在提高、提升整个行业的综合水平和每个非
遗从业者的综合能力，让手艺人通过技艺拓宽
思路，从而达到既传承手艺，又增收致富的目
的。

西藏雪堆白技工学校相关负责人益西丹增
说：“从过去的只刻经文转换到另外一种生活的
层面，在不丢失手艺的基础上，让手艺人刻文也
刻图，既拓展了手艺人的思维，又让每一幅新的
雕版印刷经过设计、经过手工制作保留下来，将
拓印的文创产品投放到市场，‘非遗+扶贫’得以
双赢。”

雕版印刷术始创于唐代中期，是中国四大
发明之一。早在 2009 年，藏族雕版艺术与江苏
雕版、福建四堡雕版、青海同仁刻版、衡水法帖
雕版等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纳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然而，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兴起与繁荣，曾
在世界广泛使用的雕版印刷术早已退出历史舞
台，仅在藏族地区尚存生机。在当下，如何让传
统雕版印刷技艺在时代传承中实现跨越式创新

发展，俨然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时代主题。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关注藏族雕版技

艺的西藏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国家一级美术
师余友心表示：“如何把西藏巨量的瑰宝级文化
资源通过工匠艺人的手做成产品进入市场，这
个成果展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和效果。”

余友心认为，这次成果展有两个重要内容，
一个是传统雕版技艺通过培训继承了下来，二
是让学员拓展思维的同时，创作出了一批文创
产品。这些产品有望不断提升、不断放大，进入
文化旅游市场，成为西藏的文化符号。“还有一
点，这次培训把手工技艺和机器再造相结合，这
是它迈出的重要一步。”

西藏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自治
区艺研所所长努木说，从目前全国的情况来看，
雕版技艺的活态传承在藏族地区最好、最多，也
最集中。“这是一个新起点，而非终点。要让更
多的人认识到这项技艺对传承藏民族‘文脉’

‘根脉’的重要意义。”
西藏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西藏

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洛桑扎西说，相关机构和部
门要多举办展览，还可设立专门的博物馆，让更
多人有机会体验雕版印刷技艺的美感。“只有人
们普遍了解、接受这项技艺，市场才会打开；有
了市场文化，传承就会容易很多。”

■本报记者 晓勇

让雕版技艺“活”在当下
——“非遗+扶贫”藏族雕版印刷技艺项目成果展侧记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莉）11 月 11 日
上午，西藏农牧职业教育集团成立大会
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标志
着我区首个农牧类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填补了我区农牧职业教育没有集团化办
学的空白。

农牧业是我区的第一大产业，特别
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牢牢把
握住农牧业生产、加工、销售等一系列安
全流程对建设和谐幸福美丽西藏至关重
要，组建农牧职业教育集团意义重大和
可行性强。西藏农牧职业教育集团由西
藏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未来集团将
以职教兴农、职教兴牧为己任，突出以市

场需求和就业拉动为导向，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促进农牧职业教育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以区内外涉农涉牧高校、职业
院校为纽带，促进校企之间、院校之间，
以及科研院所、中高职之间全方位合作，
以达到“人才链、产业链、师资链、信息链
和成果转化链”的对接，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提升办学质量，扩大办学影
响，打造适合高原现代农牧业发展的职
教集团品牌。

“这是全区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上的
又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区跨入了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新征程。”西藏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采守宽表示，下一

步，要加快推进与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
设相对应的集团化办学的建设步伐，按
照以“合作办学、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
同发展”为原则，加强政府、企业、学校、
科研院所、行业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形成

“政、校、企、研、行”之间的良性互动，积
极构建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技术技
能人才培育体系，围绕农牧业对高技术
技能人才的需求，整合职业教育资源，激
发学校办学活力，为我区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创新
型技能人才，推动全区农牧职业教育和
农牧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好
地为西藏农牧产业的发展增值赋能。

本报昌都电（记 者 万慧 通
讯 员 永青巴宗）记 者 从 国 网 昌
都 供 电 公 司 获 悉 ，11 月 7 日 19
时 12 分 ，昌 都 电 网 调 度 口 径 最
大负荷达 28.53 万千瓦，同比增
长 42.86% ，较 去 年 最 大 负 荷
27.66 万千瓦增长 3.15%，创历史
新高。

今 年 玉 龙 铜 矿 二 期 项 目 投
产，工业负荷保持近 30%的增长
态势，加之近段时间昌都气温持
续走低，用电需求进一步增加，受
发电能力减小、联网断面安全稳
定限额等客观因素影响，今冬明

春电网将存在电力电量缺口。
针对这种情况，国网昌都供

电公司积极筹备，多措并举，提前
开展有序用电方案优化，积极向
政府职能部门汇报。同时，科学
预测负荷变化趋势，滚动开展安
全稳定校核，适时调整运行方式，
全力以赴做好保供电。

据 悉 ，下 一 步 ，国 网 昌 都 供
电公司将以守住大电网安全生
命线和民生用电底线为目标，严
格落实各项保供电措施，强化优
质服务，切实保障今冬明春电力
供应。

填补我区农牧职业教育没有集团化办学的空白

我区首个农牧类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昌都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山

南市各级党组织深入群众嘘寒问暖、帮助群众排

忧解难，让实干热潮在雅砻大地涌动。

图为隆子县玉麦乡面向群众开展有针对性的

政策宣讲、答疑解惑活动。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摄

排忧解难办实事

嘘寒问暖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