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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南京初见墨竹，带着一丝好奇，怀揣

满满欣喜，亲人般地道声：“你好，墨竹！”

2020 年，宁墨满心期待，这一次，想靠近一

点，再近一点，带着美妙之音道声：“聆听，墨竹！”

2021 年，宁墨再次相聚，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带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道声：“筑

梦，墨竹！”

同唱宁墨歌，共圆振兴梦 。墨竹梦，南京

情。因为援藏，让“天边之乡”与“六朝古都”跨越

3800公里走到了一起……

11月 3日，《筑梦·墨竹》第三届“格桑花开·南

京墨竹周”在南京市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在现

场，观众聆听来自墨竹工卡县的天籁之声《墨竹

民歌》，欣赏藏族特色舞蹈《盛世庆百年》《欢腾的

羌塘》，观看塔巴陶瓷制作，品尝甜茶、酥油茶。

与开幕式同步开展的“天边墨竹最西藏”是第三

届“格桑花开·南京墨竹周”重点亮点活动。

在“格桑花开·南京墨竹周”期间，“天边墨竹

最西藏”净土产品与文化博览会每天展示一个主

题，分别为开馆日、非遗日、美食日、文旅日、生活

日，结合每日主题，利用文艺表演、直播带货等形

式，展示西藏民族歌舞、主题体验互动、墨竹小菜

籽油推介等内容。

行走其中，琳琅满目的展馆涉及西藏各市

地、各产业、各行业的 110 家净土产品企业、民族

手工业企业，这些参展企业带来了丰富且独特的

商品，其中有着历史悠久的塔巴陶瓷、直孔藏香、

传统藏装、净土产品，参展商品品种数量达到

1000种以上，总价值约 3000万元。

在塔巴陶瓷展馆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普旦扎西与旦增晋美将陶土和水揉匀和泥，在转

盘前拉着陶坯。拍器底，安器壁、器嘴和器柄，打

磨抛光，雕上花纹……整个工序在两位师傅指尖

行云流水地形成一个精美的花瓶，引得不少南京

市民驻足观看。

博览会上，天边墨竹小菜籽油展馆内人潮涌

动，购买者络绎不绝。雪山泉的灌溉，充足的光

照，赋予了天边墨竹小菜籽油独一无二的品质。

千年来传承的传统工艺，将每一颗墨竹小菜籽经

过烧、挑、捡、碾、磨、翻、萃 7 道工艺，历经 6 个小

时才能获得高品质的墨竹小菜籽油，走上千家万

户的餐桌，将健康、美味的理念传进千家万户。

记者发现，相较于第一届的两款小菜籽油，

今年增加至 5 款。天边墨竹小菜籽油展馆负责

人索朗加措介绍：“还记得 2019 年第一届‘格桑

花开·南京墨竹周’，我们带来了 5 吨小菜籽油，

销售了 3 吨；第二届我们带来了 30 吨小菜籽油，

通过线上直播订单达到 70吨，最后成交 80吨。”

“虽然‘格桑花开·南京墨竹周’只有短短的

7 天，但我们从年初就开始加班加点生产和包

装。除了博览会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外，更加要感

谢南京市、墨竹工卡县各级机关单位和企业的认

可，让墨竹工卡县更多群众积极加入到种植业的

大军中，在促进增收的同时，让更多群众对生活

充满了幸福的希望。”索朗加措高兴地说。

文化是沟通心灵的桥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为

了加深宁墨两地的非遗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加

大非遗保护和传承力度，探索非遗活化新路径，

让更多的墨竹非遗文化走向市场，带动老百姓增

收致富，在南京市第九批对口支援墨竹工卡县工

作组的推动下，“天边之乡·藏式生活馆”高淳馆

在高淳老街开馆。

充满墨竹风情的藏式生活馆吸引了不少市

民与游客，走进馆内，整齐陈列的塔巴陶瓷、藏

靴、藏式摆件、藏式水果托盘、唐卡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作品和文创延伸产品，色彩浓郁、古朴典雅，

原汁原味地呈现了藏式民族特色生活中所涵盖

的细节。

今年，“宁墨情、共筑梦”第三届墨竹工卡县

农牧民群众看南京活动中，由拉萨市墨竹工卡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致富带头人、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12 人组成的代表团，在 5 天时间里赴南京市

各区参观学习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创

建、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特色文化产业打造，其中

还涉及中山陵、总统府、梅园新村纪念馆等多个

红色教育基地，“零距离”感受宁墨情谊。返乡

后，农牧民群众代表将组成宣讲队伍，赴墨竹工

卡县进行巡回宣讲。

今年 46 岁的达瓦次仁来自墨竹工卡县唐加

乡莫冲村，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藏，他时不时

都会拿起手机记录下南京的美好。

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从没敢想

过有一天能来到南京这座大城市参观学习。“非

常感谢南京、墨竹两地的党委和政府给我们百姓

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在感受南京文化的同时，我

会努力学习各种今后会用到的经验做法，回去后

一定认真分享此行的所见所闻。”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全面收官，乡村振兴更是

进入了全面部署、加速推进的阶段，为进一步推

动宁墨交流，深化两地友好协作，突破制约墨竹

工卡县农业农村发展的人才瓶颈，“宁墨情、共筑

梦”第三届墨竹工卡县党政干部乡村振兴素质提

升专题培训班在南京市栖霞区委党校开班。

在为期 12 天、11 场的专题培训中，既有课堂

专题教学，也有实地考察调研。课堂教学中，讲

解党史、解读乡村振兴战略、分享南京各区、县、

乡村建设经验等；现场考察调研中，重点对乡村

旅游产业进行介绍。为更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更好推动墨竹工卡县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还将重

点介绍栖霞区在社会治理方面积极探索出来的

经验与做法。

参加培训的墨竹工卡县扎雪乡党建专职副

书记次仁平措对培训中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产业打造》《提升基层工作

中的沟通与表达能力》等课时非常感兴趣。

今年 35 岁的次仁平措在基层已经工作了 10

年，他说：“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此次培训非

常实用且机会难得，我将在培训中认真学习，专

心听课，力争把所学内容学懂、吃透，并将学习所

得所获灵活运用在今后工作中。”

为切实打好“乡村振兴、人才振兴”主动仗，

第三届格桑花开大学生就业创业特训营的 35 名

特训营学员将在南京市继续以“1+3+N”的模式

（即：1 个月的封闭式训练、3 个月的见习，拿到 N

多种管理工具，实现 N 多种就业、创业可能性）进

行培训。其中，为期 1 个月的特训营，将以理论

辅导、案例分析、经验分享、参观体验、实践见习

为主要形式。

特训结束并见习 3 个月后，根据学员兴趣、

专业、能力，推荐到相关企业的不同岗位进行见

习。见习期结束，根据见习情况和用人企业意

见，协调南京市人社局提供就业岗位，在学员和

用人企业之间构建就业双向选择平台，由双方自

主选择。

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今年 23 岁的德吉拉

姆说：“非常感谢南京、墨竹两地党委、政府给我

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体验机会和这么好的一个

学习环境。在特训中，我将以最饱满的状态学习

实践特训营老师教授的新理论、新知识，回到家

乡后学以致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墨

竹、新拉萨、新西藏贡献出自己一份微薄的力

量。”截至目前，两届 67 名特训营学员顺利结业，

就业率实现100%，累计跟踪培养学员 437名，成功

开创了墨竹工卡

县 人 才 培 养 、大

学生就业创业的

新局面。

连 日 来 ，南

京城的夜晚格外

热闹，第三届“遇

见 夜 金 陵·筑 梦

新 墨 竹 ”宁 墨 嘉

年华活动成为城

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11 月的南京

夜晚已有了些许

凉意，但活动现场热情丝毫不减。琳琅满目的墨

竹特色产品引得游客争相抢购，秦淮区大成殿广

场、六合区市民广场内的探亲证发放处人潮拥

挤，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墨竹工卡县旅游景点宣传

册以及万人探亲体验卡，市民、游客只需在申请

表上填写姓名、民族、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就

能拥有一张探亲卡。

嘉年华现场，南京市民贾如忠手提墨竹工卡

特色产品开心地说：“今年是南京市对口支援西

藏墨竹工卡县 26 周年，能足不出市就欣赏到来

自墨竹兄弟姐妹的热情表演，我非常开心。《南京

墨竹一家亲》这首歌曲更是唱出了我们两地人民

多年来浓厚的民族团结情，回去后我要多听这首

歌，争取学会唱这首有意义的歌曲，等到去墨竹

工卡县旅游时高歌一曲。”

为了让前来墨竹工卡县的南京市民更加深

入、详细、全面了解墨竹工卡县，此次活动特别推

出了《红色之旅》《康养之旅》《生态之旅》等精品

旅游线路，游客凭探亲卡可在探亲卡涉及的墨竹

工卡旅游景区内享受半价优惠。

活动周期间，“宁墨情·医公益”爱心医治

南京行活动中，来自墨竹工卡县 17 名先心病、

重症畸形患儿，髋关节脱位、脊柱侧弯等先天

性 疾 病 患 儿 在 南 京 市 儿 童 医 院 免 费 接 受 治

疗。病房内外，墨竹工卡县卫健委工作人员卓

拉、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医生巴桑旺堆与护士

德吉仓决忙着翻译医生的嘱咐、记录着每位患

儿的病情进展……搬迁群众措吉拉姆 11 岁的

大儿子扎西班丹曾患有心肌缺损，经过南京市

儿 童 医 院 副 院 长 、心 胸 外 科 主 任 莫 绪 明 手 术

后，如今健康活泼。此次她与 2 岁患有先心病

的小儿子贡觉次培再次来到南京儿童医院接

受治疗时百感交集，她说：“感谢党和政府，感

谢南京、墨竹各级政府的救命之恩，感谢医护

人员精心治疗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的两个

孩子得到及时救治。”

为进一步深化宁墨对口支援合作，聚力民生

改善，强化产业合作，坚持“志智双扶”，促进民族

交流，进一步巩固“宁墨一家亲”情谊，第三届“携

手与‘宁’‘墨’契共赢”发展恳谈会上，南京市 8

家市属国有企业与墨竹工卡县 8 个乡镇结对，开

展企乡共建。现场合作双方签署企乡共建合作

协议，相关方还签署了园区运营、科技帮扶、文化

共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全方位多角度助

力实现合作共赢。

恳谈会上，启动了“在宁苏商走进墨竹”活

动，致力于让更多企业参与到墨竹建设中来，促

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两

地交往交流交融。

第三届“格桑花开·南京墨竹周”在墨竹工卡

县推出的人文纪录片《在天边》首映式中缓缓落

下帷幕，虽然期间开展的活动、呈现的内容、讲述

的故事、传达的情谊有限，但“南京墨竹周”每次

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必将更好促进宁墨交往交流

交融，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共 续 宁 墨 情共 续 宁 墨 情 同 圆 振 兴 梦同 圆 振 兴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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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南京市民在玛吉阿米展馆内选购文

创手机壳。

图②：开幕式当天，塔巴陶瓷展馆内，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普旦扎西（左）与旦增晋美

（右）在制作花瓶。

图③：“宁墨情、共筑梦”第三届墨竹工卡

县农牧民群众看南京活动现场。

图④：“天边之乡·藏式生活馆”高淳馆开

馆当天，工作人员在展示产品。

图⑤：“遇见夜金陵·筑梦新墨竹”宁墨嘉

年华展演现场，南京市民驻足观看。

图⑥：第三届格桑花开大学生就业创业特

训营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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