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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芒康盐井古盐田，登高俯瞰从江

边绵延分布到山上的数千块盐田，银光闪

烁，在错落有致的红白盐田之中感受原始

制盐的全过程；

走进类乌齐查杰玛大殿，看看三种颜

色绘饰的花殿、红殿、白殿，寻找红、白、黑

三种颜料涂添的竖形纹饰背后的含义，领

略藏、汉、尼泊尔三种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的

独特魅力；

登上被誉为“藏东第一禅林”的强巴林

寺，眺望高楼林立的昌都城区，欣赏殿内精

美的壁画，听一场精彩绝伦的辩经……

昌都，坐拥各类文物点 685 处，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 处，自治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 93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4 处，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 135 处。遍布藏东这片土地

的历史遗珍，讲述着昌都故事，永续着千秋

文脉。

2020 年，昌都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工作方针，紧紧抓

住“十三五”文物保护规划的重要战略机

遇，以保护文物为重点，以促进民生为突破

口，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稳步推进文物保护工程项目

昌都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近期迎来一

批又一批参观者，它是昌都人民政权第一

个规范意义上的办公场所。在旧址入口的

廊檐下，鲜艳的五角星以及“为人民服务”

“劳动创造世界”的标语带有鲜明的时代印

记，穿过历史时空彰显着初心和使命的永

续传承。

2016 年，昌都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被

批准成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

“十四五”文物保护规划项目中，昌都解放

委员会办公旧址保护展示利用工程纳入中

央预算项目，与它一起的还有强巴林寺、左

贡寺、芒康竹卡红色遗迹保护展示利用工

程等 11个项目，总投资为 3.08亿元。

作为“十三五”中央预算内重点项目贡

觉县达律王府、左贡县吾同寺、边坝县达瓦

寺、江达县瓦然寺已完成招投标工作并正

式开工建设，涉及资金 3600万元。

过去一年里，续建项目卡若遗址二期

工程、芒康盐井古盐田二期工程、查杰玛大

殿安消防工程、强巴林寺电气线路改造工

程等 10 处项目已全面竣工并通过自治区文

物局终验，涉及资金 6353万元。

而 投 资 2500 万 元 的 卡 若 区 嘎 玛 丹 萨

寺、900 万元的八宿县桑珠德钦林寺安消防

工程、800 万元的丁青县拉妥夏久寺、720 万

元的桑珠德钦林寺展示利用工程等 9 处维

修保护工程已完工并经昌都市文化局（文

物局）初验。

此外，2020 年新建项目边坝县边坝寺、

贡觉县唐夏寺、和洛隆县硕督寺安防工程，

设计单位已完成编制方案设计，并通过审

核。

持续加强文物惠民工作

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的原始社

会村落遗址——卡若遗址就在卡若区卡若

镇 卡 若 村 村 口 ，斯 郎 曲 珍 是 遗 址 的 看 管

员。目前遗址不对外开放，她每个月需去

遗址巡查 3 次，一年下来可以拿到 14000 元

的看护费。

既能在家照顾两个小孩和老人，又能

拿到不错的收入，这对斯郎曲珍来说是一

件非常好的差事。每一年，昌都市文化局

（文物局）都会抽查自治区级、国家级野外

文物保护单位看管人员及市县级野外文物

保护单位看管人员履职情况，核算看管经

费并发放至各县。

2020 年，昌都市发放自治区级、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看管人员工资共计 77.28 万

元，同比上一年增长 11.76万元；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看管人员工资共计 47.52 万元，同

比上一年增长 18.72万元。

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昌

都市文化局（文物局）始终与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站在统一战线，坚持本地优先原则，要

求施工单位采购本地沙土、片石等材料，并

优先雇佣本地农牧民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截至目前，各工程项目共购置本地材料 945

万元，雇佣 380人，发放工资 585万元。

不断提升文物安全防范能力

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生命线。为深

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和《西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文物建筑

和宗教活动场所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精

神，昌都市文化局（文物局）通过召开专题

会议、签订责任书、安全隐患排查等形式，

保障文物绝对安全。

通过组织召开全市文物保护工程领域

安全隐患排查部署会、昌都市红色遗迹保

护工作专题会、昌都市文物保护工程领域

冬季停工期间安全生产部署会等文物工作

会议，全力安排部署全市文物保护工作。

昌都市人民政府、市文化局（文物局）与 11

个县（区）、138 个乡镇政府及文化（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层层签订

《文物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构建了“市、

县、乡镇、文物保护单位”四级文物安全防

范体系。

同 时 ，昌 都 市 文 化 局（文 物 局）还 与

2020 年在建文物保护工程的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签订《昌都市 2020 年度文物保护工

程安全目标责任书》，确保文物保护工程领

域的安全。

此外，昌都市文化局（文物局）联合消

防、统战、民宗等相关部门深入卡若区、洛

隆县、边坝县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

类文物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部分文物保

护单位存在电器线路老化、私拉乱接等突

出问题要求各寺管会、民管会立即整改。

过去一年里，昌都市文化局（文物局）

召开各类消防知识讲座 4 次，消防知识培训

5次，各类消防演练 8次。

今年，除了完成常规工作，昌都市文化

局（文物局）将加大文物工作者培训力度，

以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重新调整自

治区级、县（区）两级野外文物点看护人员，

并开展野外文物点看管人员培训，让看护

人员掌握安消防、盗窃等安全理论知识。

同时，组织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管会、

民管会负责人开展文物安全培训，加强管

理人员的文物安全意识，确保文物安全。

卡若遗址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科学

发掘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对研究西藏

的原始文化及与相邻地区的关系等具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2020 年 ，卡 若 遗 址 二 期 工

程全面竣工并通过自治区文物局终验。

与此同时，洛隆县清代汉墓群、卡若区托

德 夏 宫 、察 雅 县 烟 多 寺 等 其 余 9 个 文 物

保护单位也都成功获得更好的保护。看

到成绩的同时，昌都市文化局（文物局）

副局长洛松曲扎向记者讲述了昌都市文

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对文化历史的

研究和宣传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但要保护好有些珍贵的文物，就

需 要 有 效 的 措 施 和 修 复 手 段 来 进 行 完

善。”洛松曲扎透露，文物保护工作专业

性强，但很多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人都

不是科班出身。特别是在县里，文物保

护工作涉及面广，工作任务重，现有的工

作人员和人才队伍素质难以满足工作需

求。

面对这样的问题，昌都市文化局（文

物局）有意制定文物人才培养方式和目

标，通过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在职培养

等多种方式，着力培养文物管理型、专业

型和技能型人才，力求使昌都文博人才

队伍发生变化。同时，要求市、县两级文

物部门不断提高在职工作人员的理论素

养、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使他们进一步

更新观念，进一步拓展思路。

在 洛 松 曲 扎 看 来 ，保 护 和 利 用 可 以

是相辅相成的，利用不仅是展示，利用是

多方面的，比如科学研究成果及发表、影

视作品、文化产品等。但目前昌都对文

物更多是保护，利用也多是停留在单一

的展示方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利用好

文物保护单位，提升它们的影响力和知

名度。

洛松曲扎还说，左贡县吾同寺是自治区级文化保护单位，

但年久失修，存在较多安全风险隐患。由于资金短缺，个别县

没有多余的资金将文物安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这些问题都会

有损文物的安全。他希望，能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发展保护文

物的合力，使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奏响保护强音 传承千秋文脉
—昌都市 2020年文物保护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周婷婷

近年来，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积极

开展文物资源普查、文物考古调查以及文

物清理发掘等工作，同时，开展文物保护理

论、技术与方法研究，出土文献研究及考古

发掘研究，并负责文物档案资料管理，挖掘

和提供文化产业发展项目，为昌都市文化

文物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为八宿县羊达村历史文物——石磨。

昌都市文化局（文物局）提供

图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泽巴多吉在进行文物修复工作。

昌都市文化局（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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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

数字化技术助力文物保护工作

本报昌都电（记者 周婷婷 通讯员 扎西旺加）为进一步提升文

物数字化保护利用水平，近期，昌都市文化局（文物局）以“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工作方针，委托专业团队开

展了囊巴郎则、拉果顶、阿觉查纳三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造像的

数字化三维扫描工作。

昌都是西藏境内保存古代石刻文物最多的地区之一，保存着

唐、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石刻，俗有“天然石刻博物

馆”之称。在这些珍贵的石刻文物中，吐蕃时期的石刻最大限度

地保持了原貌，是弥足珍贵的一类。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数字化已经运用到各行各业，渗透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在文物界，数字化还是一个比较安静和陌

生的话题。这是因为文物年代久远、材质脆弱，且不具备再生性，

一旦在数字化中出现失误，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后果。

文物保护一直是十分严肃和严谨的工作，需要秉持谨小慎

微、绝对安全的思想进行，因此，文物保护一直沿用传统的信息采

集方法，用传统的测量工具对文物进行测量。此次数字化三维扫

描主要为无损扫描，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拍摄、点云数据处

理等技术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制作虚拟建模、体验数字成果方式，

在昌都市博物馆进行展示，通过智能终端向广大观众提供在线展

示、体验数字化成果。

此次针对昌都市部分吐蕃时期石刻开展的三维扫描工作，是

昌都市文化局（文物局）通过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利

用现代数字化技术开展文物保护与新型科技运用相结合的一次

尝试，也是昌都市进一步推动文物保护创新手段的一次探索。项

目的实施，对于进一步完善博物馆陈列信息化和提升公众服务智

能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昌都市开展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

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琼结电（记者 刘枫）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充分发挥戏曲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中的积极作用，今年 7 月以来，山南市琼结县结合

实际，推出“戏曲进乡村”活动，以一台台精彩的藏戏表演深化了

文化惠民工程。

琼结县具有悠久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宾顿白

面藏戏”为代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蜚声区内外。但由于各

种主客观因素制约，群众看戏难、演出场次少、文化生活单一的情

况一直存在。对此，今年以来，琼结县一方面加大对藏戏文化保

护传承的投入力度，倡导和支持排练、新编优秀藏戏曲目；另一方

面，积极组织排演，安排演出队深入各乡镇、村（居）开展巡回演

出，通过“戏曲进乡村”活动增加农牧区公共文化服务总量，进一

步满足农牧民基本文化需求。

自今年 7 月开始，琼结县在充分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

以下水乡唐布齐村卡卓扎西宾顿藏戏表演队为主要演出单位，面

向全县 20 个行政村，演出《顿月顿珠》《卓瓦桑姆》两个剧目共 20

场，有效满足了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达到了文化惠民的

积极作用，促进了戏曲艺术在农牧区的传播普及和传承发展。

文化遗产灿若明珠，非遗传承细水长

流。

山南市琼结县拥有丰富的非遗文化资

源，加大非遗传承保护力度对于促进乡村

振兴、推动文旅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日，

琼结县举办了以“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

为主题的非遗传承、保护和展示活动，深化

庆祝方式，为传统文化赋能，为社会发展助

力。

活动中，琼结县文化局从全县非遗项

目中精选了民族优秀服装、非遗传统工艺

品、传统舞蹈、传统音乐和传统酒文化等类

别的非遗项目进行了现场展示展演。演出

节目既展现传统形式又增添创新元素，充

分展示了琼结县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非遗活态传承和创造性发展方面取得的

新成果。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吸引了

大批当地群众和游客驻足观看。包括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宾顿白面藏戏”“久河

卓舞”，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吉铁

艺”“拉玉谐钦”，琼结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雪阿吉拉姆”“达娃卓玛服饰”“金珠村百

甲金代音乐”“白那果谐”“强钦青稞酒”等

曲艺、技艺、工艺品、饮品等悉数亮相。展

演轮番上演，场场精彩、场场人气爆满，为

广大群众、游客带去了一场场视觉、听觉、

味觉的盛宴。

加麻乡群众拉巴才让专程赶到县城参

加活动。在青瓦达孜广场，优美的“白那果

谐”，动听的“金珠村百甲金代音乐”，古老

而严肃的“宾顿白面藏戏”，粗犷而豪放的

“久河卓舞”，拉巴才让一个也没有落下。

强钦的青稞酒，“多吉铁艺”的厨具都成了

他带回家的非遗产品。他说：“这次活动举

办得特别好，全县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看

到，很多曲艺都流传了几百年、上千年，让

人大饱眼福，以后再举办这样的活动，我还

要来参加。”

来自湖北省的游客王立发第一次到琼

结旅游，就赶上了这次活动，各类展演让他

对琼结的民俗文化印象深刻。他说：“我虽

然听不懂演员在说什么，肢体动作表达的

意思也不能完全看懂，但他们演出都很认

真，穿的服装、用的道具很有特色，表演时

的姿态、走位，人与人的配合都很到位，精

气神很足，让我感受到了西藏传统文艺表

现形式的魅力。特别是‘久河卓舞’演出时

高高甩起的辫子，我是第一次看到，让我记

忆 犹 新 。 这 次 来 琼 结 游 玩 ，真 是 不 虚 此

行。”

除了展示展演之外，此次活动还开展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

布十周年有奖知识竞答，并组织非遗传承

人到琼结县中学开展“非遗进校园”学习交

流活动，激发和带动更多的人了解非遗、保

护非遗、传承非遗，让宝贵的非遗项目后继

有人。

琼结县文化局局长其米表示，该县下

大力气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通过集体亮相

的方式，让全县各个非遗项目走到前台，展

示风采，既推动基层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又提升广大群众的非遗保护

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保护、全民共享保护

成果的良好氛围，达到以文化传承深化文

化自信、以弘扬传统为社会发展助力的作

用。

为 传 统 赋 能 为 发 展 助 力
——山南市琼结县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小记

本报记者 刘枫 本报通讯员 伦珠泽仁

弘扬传统文化 丰富群众生活

琼结县推进“戏曲进乡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