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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鱼山整岛搬
迁后，渔山村积极
探索多元化发展模
式。2021 年我们抓
住契机，充分依托
当地红色资源优
势，试点打造舟山
市唯一一个红色美
丽村庄，陆续建成
红色传承馆、乡村

振兴馆、新四军餐厅、游客服务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等，并成立大鱼山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点燃“红色引擎”助力
共同富裕。作为“红色渔山”工坊建设
年轻力量，我们希望将渔山村集体经
济发展置于首位，带领年轻团干部与
2400名村民拧成一股绳，守好红色根
脉，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在山
海间奋力描绘乡村振兴的新时代画卷，
让渔山村的发展步入“共富快车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沿着G219国道和雅鲁藏布江，从西

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出发，行驶 1300多
公里，才能抵达地处中、印、尼三国边境

的阿里地区普兰县——一个被冈底斯山

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环抱的边境小城。

普兰很大，面积 1.3万余平方千米，

比两个上海还要大；普兰又很小，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常住人口仅 1.2 万余

人。这个平均海拔约 4000 米的高原之

城，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饶之所。

普兰县拥有两项国家级、13项自治

区级、3项地市级、16项县级非遗；1名国

家级、两名自治区级、两名地市级、25名
县级代表性传承人；4处非遗传习基地，

1处非遗工坊。

姑娘穿着如同孔雀开屏的普兰传统

服饰（国家级非遗——记者注），小伙在草

原上跳起果尔孜舞（国家级非遗——记者
注）；科迦村的村民都能唱上几出藏戏，代

代相传；源于象雄王朝的宣舞和源于古

格王朝的嘎尔舞，依然是欢迎客人的礼

仪……在普兰，非遗一直在“生活”着。

非遗活跃在高原之上

对于初到高原的人，一切都需要慢

下来，但对于当地人，载歌载舞是一种日

常。55 岁的普兰县仁贡村村民白玛加

布，刚刚完成了一场嘎尔舞的表演，女性

主演的宣舞即将上场。

嘎尔舞和宣舞都是西藏自治区级非

遗，据说普兰流传有 19 种宣舞和 18 种

嘎尔舞。宣舞以说、唱、跳相结合，服饰

精美华贵，歌曲动听悠扬，舞姿端庄轻

盈。而嘎尔舞在西藏旧社会，则是贵族专

属——只有贵族男人才能继承嘎尔舞，

只有贵族才能看到嘎尔舞的表演。当然

到了今天，舞蹈进入寻常百姓家，构成草

原生活的日常。

白玛加布的父亲是一名舞者，再往

上溯，爷爷、爷爷的爷爷……都是。白玛

加布说：“在我们村子，嘎尔舞、宣舞等

古老的歌舞一度失传过，后来通过向老

人求教学习、整理记录，慢慢恢复了。现

在村里 750 多口人，几乎没有一个不会

跳的。”

多油村党支部书记达瓦次仁继承了

父亲的事业，从敲鼓学起，后来成为舞

者；现在他的儿子正在跳舞，他为儿子伴

奏。非遗舞蹈的传承，在这里是一件再自

然不过的事情，“村里 1000 多人，50%的

老人和 40%的年轻人，都会跳”。

普兰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益西旺

堆介绍，2021 年以来，普兰共投入 20 余万

元用于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培养传承人、拍

摄制作非遗视频等；开展非遗展示活动

100 余场次，举办公益性演出 150 场次，观

众人数达 1.5万余人次，“使传统戏曲有人

演、有人传、有人看”。

益西旺堆说，2023 年截至目前，各村

（社区）利用传统节日演出 13场次，西德尔

孜团队演出 3场次，科迦藏戏队演出 24场
次，发挥了基层文艺队伍的作用；普兰服饰

传承人组织学徒开展服饰制作活动 5 场

次，果尔孜传承人带领两名学徒参加阿里

地区群艺馆组织的全民艺术普及系列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培训，发挥了非遗传承

人的“传帮带”的作用。

白青稞方便面、手工编织
羊毛暖瓶套，非遗的现代之路

西德村位于孔雀河的下游，属于边境

一线自然村，离普兰县城约 9公里，全村于

2018年全部脱贫。走进村子里的糌粑加工

厂，今年 55岁的普布次仁笑着递上了一盆

“爆米花”——炒熟的青稞撒上红糖，是招

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最天然的小食。

早在公元四五世纪的象雄时期，孔雀

河流域的普兰县一代就有种植白青稞的历

史。当地人告诉我们，西德的白青稞被称为

“嘎玛古多”，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籽粒既白

又多”。西德白糌粑的加工技艺主要包括清

洗、火炒、脱皮、精选、水磨 5个环环相扣的

步骤，至今保留完好。2016 年，“西德白糌

粑”被列入县级非遗；2018年，“普兰西德白

糌粑”成功申报了“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早在 2002年，普布次仁就带头加入了

西德糌粑合作社，“最初是自产自销，后来

觉得可以给村民带来额外的收入”。“2022
年，加工厂营业额 120万元，利润有 40多万

元，利润的 50%用来给工人发工资，剩下的用

作再生产的本金。”普布次仁算了一笔账，村

民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每人每天的收入从

120-170元不等，“工人中年轻人占 40%”。

“一般我们仍然按照传统方式来生产，

比如在水磨坊里把白青稞磨成粉；在销量

大、工期赶的时候，我们也会使用现代技术

辅助，比如用电磨。”普布次仁坦言，目前西

德糌粑加工厂的状态是“生产跟不上销

售”，供不应求。

从最初的 100人到如今的 600多人，从

最初的单一产品到如今已陆续上线了青稞

油、饼干、面包等多条生产线，古老的白青稞

为西德村开辟了新的致富路。“青稞方便面、

青稞奶茶等新产品，已经在计划中。”聊到白

青稞和西德村的未来，普布次仁充满希望。

52 岁的洛卓玛是西德村民族手工业

加工坊专业合作社的原负责人，该合作社

成立于 2012 年，“当时看到糌粑合作社红

红火火，我们妇女也想在家门口做点什

么”。普兰地处三国交界处，文化产品极为

丰富，西德妇女利用这一特色，重点打造普

兰特色的手工编织系列作品。目前，“普兰

氆氇编织技术”正在申报县级非遗。

藏式卡垫、藏毛毯、普兰氆氇袍子、马

具，以及羊绒编织的各类麻袋、糌粑袋、手

套、毛衣、围巾、披肩、腰带……洛卓玛介

绍，现在合作社能生产 32 个品种的产品，

而且符合城市生活的需要，“目前卖得最好

的是书包和暖瓶套”。

手工业合作社主要以“计件”的方式，

一条藏毯售价 700 元，工人可以收入 300
元；一条围巾售价 100元，工人收入 30元。

“从最初 10 人到现在约有 130 人，其中 30
岁以下 20 人，她们可以在合作社里现场

做，也可以把产品带回家做，很灵活。”洛卓

玛说。

2020年，手工业合作社盈利 50万元，除

了发放工资、留下再生产的本金之外，剩下的

全部分红给了村里的妇女。“接下来我们计划

做藏袍等成衣，技术已经学好了，马上可以开

始。”洛卓玛透露，“男人也可以加入。”

文旅融合，打通非遗走出
高原的“最后一公里”

2021年以来，普兰县接待游客 50余万

人次，旅游收入 5.2亿元。旅游从业人员逐

年递增，目前共有 1万余人，其中农牧民达

8000余人。

益西旺堆说，普兰以农牧业主导的农

副产业丰富，其中普兰木碗、普兰服饰、普

兰白糌粑、酥油等具有高原农牧产业优势，

为农牧产业与旅游产业共同发展提供基

础；而嘎尔舞、宣舞等非遗舞蹈，或将成为

文旅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观、实用是民族手工艺品的主要

特色，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必备日用品，时

代变迁，有许多民族手工艺品被现代工艺

品取代，但仍有许多产品有很大的市场潜

力。”洛卓玛说，她发现，这些手工艺品因

独特的风格和价值深受各地游客的欢迎。

在仁贡村，教育越来越受重视。“教育

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如果没有文化知识，就

像没有生命。村里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不

上学。”白玛加布说，这些受过教育的孩

子长大后，也为非遗带来新气象，“有的

大学生喜欢乐器，就把扎年琴（一种藏族
弹拨乐器——记者注）融入柴鲁（在各种仪
式庆典中，当宾客全部落座后相继敬酒的
仪式歌，自治区级非遗——记者注）中；除

了在村里、地区表演，他们还把视频发布到

网上，让更多人看到”。

来西德糌粑加工厂参观的人，除了现

场“买买买”，还会习惯性地拿起手机“拍照

搜索”，看看白青稞饼干是否能网购。“电子

商务”，汉语不太利索的普布次仁对这个

词，却只会用汉语，而且字正腔圆。他清楚

地知道，这对于西德糌粑加工厂的产品销

路，十分重要。

“除了县里商铺的线下代销，我们也

尝试线上。农行掌上银行扶贫商城销售，

从 2021 年到现在卖了近 15 万元；中国邮

政普兰县分公司和我们也签了物流协议，

实现销售的‘最后一公里’。”普布次仁说。

普兰县文化和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通过电商、网络销售、参加藏博会等展

会的模式推广普兰特色的白青稞产品，

2023年截至目前，西德白糌粑已累计实现

销售额 48万元；与工会、单位、学校采购合

同，总金额超过 49万元。

千万年来，普兰有冈仁波齐、纳木那

尼终年不化的白雪，有玛旁雍措、拉昂措

的湖水“一措再措”。而非

遗，或将成为它在今天走

出去的又一张名片，递给

远方的客人，也递给普兰

的未来。

冈仁波齐之下，非遗“生活”在普兰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贾骥业

“来一个五花肉的烧饼，一碗馄饨。”

接近晚上 11点，杭州市钱塘区下沙高教

园旁的学林街依然灯火通明，到缙云烧

饼（田家总店）吃夜宵的人也逐渐多了起

来。就在顾客享受美食的同时，烧饼店悄

悄换了“老板”，田凯瑶出现了。

“这家店已经开了将近 10 年，最开

始是我父母在经营。”3 年前，田凯瑶加

入经营时，开启了夜间的营业。如今，烧

饼店夜间的生意非常红火，为此她特意

参加了烧饼制作的培训和比赛，拿到了

“高级烧饼师傅”的称号。

8 月 29 日，田凯瑶在之江文化中心

的新店开业了，对于这家店，她很有信

心。在创业之前，田凯瑶做过白领，当过

销售，而开缙云烧饼店也不是她第一次

创业。在一次次身份转变中，田凯瑶说，

她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成长。

刚参与烧饼店夜间经营的那段时间，

田凯瑶同时还在经营着一家花店，所以烧

饼店一般开到凌晨两点就关门了，没有开

通宵。“但我发现凌晨关店后，街上仍然有

很多人，即使店已经关了，还是会有人问能

不能做烧饼。”田凯瑶对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说。

田凯瑶的烧饼店旁边就是下沙高教

园，这里分布着多所高校，而店铺所在的高

沙商业街则是当地有名的美食街。在下沙

大学城上过学的人，没有不知道高沙商业

街的。

因为毗邻大学城，又在美食街，所以即

使到了凌晨，烧饼店周围仍然人气十足。看

到夜间经营还有开发的余地，在参与经营

半年后，田凯瑶决定关掉花店，全身心地投

入到烧饼店的夜间经营中，并把烧饼店的营

业时间延长到 24小时。“当时白天开花店，晚

上烧饼店，两头跑还是有点吃不消的。”

烧饼店改为通宵经营后，田凯瑶的工

作时间比之前延长了三四个小时，烤烧饼、

包馄饨、煮面条……每天晚上她都要在店里

一直忙到第二天 6点。“最多的时候，一晚上 6
个多小时，我一个人要做 300多个烧饼。”

“（创业）有冒险，有不确定性，有往前

走的那种感觉就很好啊。”田凯瑶说，如果

是朝九晚五的上班，身体上会过得比较舒

服，但心里会有很多事情，并且在公司上班

为的是公司，创业为的是自己。因为一直憧

憬着创业，所以一有机会，田凯瑶便辞掉工

作，开始了创业之路。

“女孩子真的不应该这么辛苦，你说她

本科毕业，在大学的经历也都很好，随便找

个班上，应该都不赖的。”田凯瑶的母亲对

记者说，前段时间，缙云当地一所职业技术

学院开设了一个缙云烧饼培训班，准备聘

请一位成熟的烧饼师傅去当老师，教授做烧

饼的技术，要求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这是

个事业单位，当时我们都叫她去试试看，因

为被录取的机会很大，但她还是放弃了。”

“创业确实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你

不觉得一下就把这一辈子看到头是一件很

可怕的事情吗？”田凯瑶说。

做烧饼比不上坐办公室，备料、拌馅、

和面、烤饼，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因此愿

意做传统烧饼的年轻人并不多。8月 29日，

田凯瑶在之江文化中心的新店正式开业了。

而就在开业的前两天，田凯瑶在自己朋友圈

中，一连发了两条烧饼师傅的招聘启事。

“现在烧饼师傅都很有自己的个性和

想法，其实我很喜欢那种年轻的、刚学出来

的烧饼师傅，但真的很少，基本上都是老师

傅。”如果新店还招不到人，田凯瑶就准备

自己先做着。

缙云烧饼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轩辕

帝曾在缙云山鼎湖峰架炉炼丹，非常专注，

饿了就抓一块面团贴在丹炉壁上烤着吃。轩

辕黄帝驭龙升天后，当地百姓就用陶土，模

仿黄帝的丹炉，制造陶炉，烧烤面团食用。

千百年来，卖烧饼成了缙云百姓赖以

谋生的手段。如今的缙云烧饼，是乡愁的味

道，是生活的本色。谈到为什么会想要做烧

饼开店，田凯瑶说这离不开父母的影响。

田凯瑶的老家在缙云县，10 年前，父

母来到杭州开烧饼店，每到寒暑假，她就会

到店里帮忙。“这样看着看着，我后面也就

有样学样，敢自己做了。”2015 年，田凯瑶

做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张缙云烧饼。“当时

父母有事走开，店里来客人的时候，我就会

自己上手做，但是不怎么好吃，也不好意思

卖。”田凯瑶笑着说。

后面为了开店，田凯瑶找到了一位缙

云烧饼大师学手艺。2021 年，田凯瑶报名

参加了缙云县“缙云烧饼”品牌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牵头举办的技能培训和缙云烧饼

师傅技能大赛，最终获得了“高级烧饼师

傅”称号。

“你必须得好好学下去，除非找到了接

手人，你才能放手不干。”田凯瑶的师傅曾

多次和她这样说。她也认识到，类似缙云烧

饼这类的传统手艺，必须要有人传承下去，

一定要加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才能让它变

得不一样。“所以我想成为一名年轻的缙云

烧饼大师。”田凯瑶说。

杭州亚运会临近，田凯瑶也提交了进

驻亚运村的申请表，她希望能为亚运健儿

提供一份特色美食，通过亚运会这个窗口，

向全世界宣扬缙云烧饼文化。

深夜烧饼店里藏着的大师梦

实习生 蒋昕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唐轶

第十五届两岸大学校园

歌手邀请赛举办前几天，33
名来自中国台湾的大学生收

到了一张表格，要填写最喜

欢的 3 位歌手。很多人写了

周深、萨顶顶、谭维维、张杰

等大陆歌手名字。

这份“喜欢”不仅是对大

陆歌手，这一次在厦门参加

比赛，他们几乎对一切充满

好奇。

来自中国台湾树德科技

大学的龚正宜，学习音乐剧

表演专业，她的妈妈是山东

人。从小，妈妈就告诉她大陆

有多好，还经常给她和妹妹

唱民歌。听过那么多歌曲，她

最喜欢的是云南民歌《小河淌

水》和黑龙江民歌《乌苏里船

歌》。“能想象歌中的美景，想

和那里淳朴的人交朋友。”

当听到比赛现场附近播

放厦门民歌《行船歌》时，这个

女孩儿想到了台湾歌手卓依

婷演唱的歌曲《打渔的儿郎》。

“从小就听说，闽南地区

民谣唱本‘歌仔册’是从厦门

流传到台湾的。”在龚正宜看

来，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两

地通航便利，语言相同，习俗

相近，音乐也拉近了两岸青年

的距离。

以前，龚正宜一直不明

白妈妈说的“大好河山”指什

么，这次来到大陆，她才知

道，原来仅厦门就有大小山

脉 382 座。这几天看到的先

进科技和生活设施，印证了

她从小对大陆的期待。

有一支参赛队伍表演《追梦赤子心》，

点燃了全场的激情，选手席中，勤益科技大

学的张涵晴红了眼眶，她被歌词“向前跑，

迎着冷眼和嘲笑”戳中了。

虽然张涵晴在台湾街头表演 4 年，但

认认真真听她唱歌的人太少了，“大部分时

间没有观众，要学会自娱自乐。”而这一次，

当她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台下所有人都

在认真看着她，大声地鼓励她，“困难总会

有的，但不敌我对音乐的热爱。希望可以带

着吉他走遍世界每个地方，走到更多人的

心里。”

站上比赛舞台的台湾青年，与音乐几

乎都有一种奇妙的连接。

有人从小在舅舅的店里唱卡拉 OK，

被家人“抓”到合唱团，哼哼唱唱到了现在；

有人对音乐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在同学

的建议下参加校内歌唱比赛，没想到打开了

音乐的大门；还有人被“珍珠美人鱼”主题曲

影响，感受到了音乐的奇妙。

“无论原因是什么，打开音乐世界的大

门，就能得到某种治愈。”龚正宜说，不了解

她的人形容她是活泼的小精灵，但她曾经

是抑郁症患者。父亲的突然离世，给了她很

大打击。然而，《彼得·潘》音乐剧又把她

“拉”了出来，成为这个女孩儿唯一的精神支

柱。这也是她选择音乐剧表演专业的原因。

“从那以后，我更相信音乐的力量。在

人最失望、最痛苦的时候，音乐可以疗伤，

可以抚慰自己。”龚正宜说。

对于选手们来说，当音乐跨越海峡，两

岸青年学子透过一首首歌曲，不断努力拉

近彼此的距离。

来自台北一所大学的一名学生说，每

天比赛结束，两岸选手都会聚在一个房间

里吃零食、看电影，分享自己的故事。比赛

虽然结束，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在群里

聊两岸的天气，也聊身边的家长里短。

来参加活动之前，张涵晴并不太清楚

大陆的习惯和风俗，有点担心会无法融入

这里。但经过这几天，她的顾虑被打消了，

“音乐是可以破圈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彼

此都很努力地宣告：我想和你做朋友，我们

是一家人。”

但她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原本很希望

把《Have a nice day》这首歌送给两岸的

朋友们，“可惜没有进决赛，不能唱了。”正

如歌曲名一样，她希望所有选手每天都快

乐、幸福。

在一份选手信息的表格里，最后一栏

邀请他们说说对音乐的期望。这群 00 后

中有人心气很高，表示“希望能站在央视

春晚唱歌”。还有人说“一开口震慑全

场”。有的大学生的愿望很朴实，来自致

理科技大学的王絜穜说，希望自己能够

“自由自在地唱歌，不再畏惧别人的眼光，

这就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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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浙江杭州

开栏的话：
中国经济的信心如何？小店是

很重要的晴雨表，如我们社会的肌
体中活跃、坚韧、广泛的细胞，构成
了社会经济交换领域的坚实基座。
数月来，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走访全
国各地的数百家青春小店。年轻的
店主们走南闯北、自食其力、创意纷
呈，向上、不屈，如雨后春笋，生长在
祖国的各个角落。从今天开始，本版
将设立“了不起的青春小店”栏目，
展现这群开小店的年轻人，如何在
市场竞争中不断探索创新，走出一
条青春与小店共同成长之路。

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的非遗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的非遗。。 寇金库寇金库//摄摄

团内蒙古兴安
盟委持续加强青少
年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深
化“青年大学习”

“红领巾爱学习”、
建强“青年讲师团”

“红领巾巡讲团”
“小小红色宣讲团”
等平台载体作用，

努力提升组织化教育、青年化阐释、网
络化传播水平，切实做到抓手有形、成
果有形；依托绿色生态资源和红色文
化资源，打造青少年精品研学路线，切
实提升青少年体验感、获得感；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实践活
动全过程、各领域，广泛开展“民族团
结一家亲”“我是小小石榴籽”等活动，
切实做到教育有效、影响有效。通过有
形、有感、有效的教育活动，引导青少
年树牢“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四
个与共”思想认识。

团内蒙古兴安盟委

书记 康红波

浙江省舟山市岱山

县高亭镇渔山村团

支部书记 王凯

8 月 5 日凌晨，浙

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缙

云烧饼（田家总店），田

凯瑶边做烧饼边与顾

客交谈。

中青报·中青网

见习记者 贾骥业/摄

决赛现场，选手们合唱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