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非遗是过去世代流传下来的历史财富，也是一方地域历史的缩影，蕴含着美丽的风景。听着“非遗”传承人的述说，记者又感动又欣喜，感动的

是传承人的执着与坚守，欣喜的是河湟非遗的沉淀与传承。
如今，越来越多的具有浓郁河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越来越被人熟知；这些历史的沉淀、传统文化的基因，让百姓近距离感受到了河湟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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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吉才让：让螭鼓舞在传承中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 周晓华 摄影报道

悠久的历史赋予了海东丰厚的文化资源。众多的文物古迹，丰富的民族风情，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为海东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又独特的文
化资源。

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向东南约四十公里的大山深处，有一个风光旖旎、景色宜人、民风淳朴的藏族村——道帏藏族乡宁巴村，它
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精神文明村和小康文化村，也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螭鼓舞的主要发祥地。

近日，本报记者走近螭鼓舞国家级传承人道吉才让，用纸笔和镜头，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螭鼓舞的别样魅力。

“咚，咚，咚”，踏步、击
鼓、起舞……多名男舞者身着金
色菱形披肩，戴五佛冠吉祥帽，
左手执鼓，右手掌鞭，迈开稳健
的步子，一步一击，三步一击，
边击边舞，不时变换着队形：方
阵、螭摆尾、圆形交错换位螺旋
绕圈、横排，场面宏大，气势磅
礴。

螭鼓舞是流传在循化藏区的
一种大型民间祭祀舞蹈，也是在
藏族群众中流传久远且富有神话
色彩的舞蹈活动。道吉才让是土
生土长的宁巴村人，从他记事
起，在他的记忆中每逢过节和重
大喜庆活动时，村子里的年轻男
子就要表演螭鼓舞，营造节日喜
庆欢乐的气氛，久而久之，螭鼓
舞就成了这一地区藏族群众必不
可少的文化娱乐活动。

螭鼓舞，藏族群众称为“拉
什则”，直译为“神舞”。螭鼓舞
从舞队建置、规章制度到表演时
间、场地、程序、内容、动作，
还有服饰道具等，都有严格的规
定，具有浓重的宗教祭祀色彩。
螭鼓舞流行的村庄几乎都设有专
门的表演队，每逢祭祀活动时，
舞队便集中进行训练和表演，舞
者的挑选也有性别、年龄、相
貌、品行等条件限制。

“我从 16 岁开始跳螭鼓舞，
今年我 60 岁了，还在钻研怎样
才能把我们民族的这支舞蹈跳
好。”道吉才让笑着说。他告诉
记者，宁巴村的螭鼓舞队由 15
岁至 40 岁的青壮年男子组成，
每队少则三四十人，多则逾百
人。舞队有总管，常常是由村里
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领舞一
人，由技艺娴熟且品行端正的人
承担。

表演螭鼓舞的初衷主要为祈
求神灵保护，禳灾驱邪，保佑村
民人寿年丰。由于该地的自然条
件和生产节令，春秋季农业生产
繁忙，无暇顾及娱乐活动，唯独
冬季漫长而农闲，就选定在农历
腊月十五至新春正月十五一个多
月的农闲时节，以集体形式表达
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吉祥美满
的美好愿望。

经世代流传演变，螭鼓舞已
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表演形式和风
格。宁巴村螭鼓舞的表演形式保
存较为完整，动作和队形丰富多
变，具有代表性。螭鼓舞为多段
体例，结构较为完整、严谨、动作
整齐划一，不能自由发挥。基本
动作为“上步前曲腿跳击鼓”等多
种，每段变换一种队形，基本队形
为顺时针方向走圆圈，以及方阵、
龙摆尾、斜线交叉、圆形交错换
位、螺旋绕圈、横排等。

“在我心目中，我的舅舅是一位
很了不起的人，小的时候，舅舅总会
在家里制作螭鼓，他不仅螭鼓舞跳得
很好，还能很好地制作完成一个个螭
鼓。”从那时起，每当舅舅制作螭鼓
时，道吉才让便在一旁细心钻研。如
愿以偿，如今他成为和舅舅一样很了
不起的人，不仅会跳螭鼓舞，还会制
作螭鼓。

螭鼓舞，顾名思义所使用的道具
为螭鼓。鼓面呈桃形，由铁质鼓框、山
羊皮等原材料手工制作而成，由鼓面、
鼓框、鼓柄、鼓槌等部分构成。

道吉才让告诉记者，制作螭鼓最
关键是打制铁框和蒙鼓面两道工序。
在制作螭鼓之前按照鼓的大小、重量
挑选好钢材，之后在铁匠的指点下在

炉灶上高温冶炼，将圆形的钢材锤打
成铁片，把长条的铁片弯弓制成椭圆
形。随后，经过打磨，做到厚度、宽度、
弯弓曲度相一致，再将外侧中心打制
成棱角突出的鼓形。

鼓框制成以后，鼓柄的制作更显
露工匠的手艺。制作者要将鼓框的
两根支架套于木柄中，其中一根支架
反穿至鼓柄和鼓框连接的端口上卷
出头，使其坚固耐劳，不可松动。柄
端缀有数目不等的铁环，木柄末端缚
系绸子穗，起美观装饰作用。之后是
绷鼓，要挑选好山羊皮，经过去油、去
脂、脱毛处理后，将干净无油渍的山
羊皮放到鼓框上量尺寸，一般情况下
在皮子大于鼓框 3 公分的周围进行
剪裁即可，裁剪之后开始蒙鼓面，先

把山羊皮平铺在地上，然后把鼓框倒
立于山羊皮上面，不绷紧，轻松放平，
用手指从中心向四周轻轻推磨，两手
抓住皮子的边缘向铁框上缠绕，不打
折、不起泡、不留痕迹，做到平展、光
滑、整洁。在太阳光下或者火堆旁慢
慢晾干，盛一大碗凉水置于鼓的下
面，让它保持一定的湿度，不停地抚
摸、移动位置……

“正所谓慢工出细活啊，泡羊皮十
天半月，铸铁一两天……整个工序下
来就得二十来天呢！”对于制作螭鼓，
道吉才让像舅舅一样投入了全部的精
力。而他制作的每一面鼓，经久耐劳，
声音洪亮，表面光滑干净，美观大方。

已经迈入花甲之年的道吉才让
告诉记者，他最大的心愿是，不仅要
让更多人学会跳螭鼓舞，还要将制作
螭鼓的这门手艺教给更多年轻人，让
这门技艺代代相传。

“以前跳起舞来尘土飞扬，也没有
统一的服装，现在我们不仅有了统一
的服装，还有了专属舞台，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跳起了螭鼓舞。”道吉才让说。

如今，从宁巴村跳出来的螭鼓舞
已经成为道帏藏族乡、循化县，乃至海
东市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它逐渐从
道帏深山走出去，每年都受邀参加不
少省市县各类文艺活动表演，向外界
展示独特魅力。

作为一名老党员，道吉才让曾担
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延续传统，
在他的带领下，宁巴村将“每户 15岁
至40岁男性传习螭鼓舞”写进了村规
民约中。目前，从螭鼓的制作到教授、
组织排练，都由道吉才让一个人完成，

从热爱到痴迷，道吉才让将所有的时
间和精力都倾注给螭鼓舞。

道吉才让表示，螭鼓舞不仅仅是
一项传统表演，更是向外界展示高原
藏族文化特色的载体，体现了藏族人
民豪放坚毅、包容共处的优秀品质。
作为一名螭鼓舞传承人，如何才能将
螭鼓舞很好地传承下去，是他一直以
来思考的问题。

将制作螭鼓的手艺和螭鼓舞表
演技巧传授给村里的年轻人，组织排
练节目、参加各类活动……道吉才让
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螭鼓舞永远传承
下去。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如今，宁巴村党支部抓住乡村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将螭鼓舞作为发展的抓
手，实现了道路硬化、危旧房改造、人
居环境大整治，并高标准建造村级文
化广场，为传承发展螭鼓舞文化提供
了便利条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舞台上，
宁巴村还有计划地培养螭鼓舞人才，
如今村里的螭鼓舞队员已有 80 余
名，每年参加县内外各种文化活动，
并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表演，
不仅将螭鼓舞跳到全国各地，还有效
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记者了解到，宁巴村党支部将持
续发挥“领头雁”的作用，挖掘藏族乡
特色乡村旅游资源，重点培育乡土人
才，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非
遗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打造

“党建引领+非遗文化”的乡村振兴样
板村。

螭鼓舞
演绎民族特色

制鼓手艺代代相传

螭鼓舞“舞”出新生活

□本报记者 蒋晖
盛夏，步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蔡家堡乡，漫山遍野的马铃薯花朵
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淡淡的花香伴
着雨后泥土散发的芬芳，让人心旷神
怡。除了美丽的花朵，这里美味的

“洋芋宴”也让人回味无穷。
洋芋学名马铃薯，在西北地区，

大家更喜欢将这种美味的食物称为
洋芋。蔡家堡乡刘李山村村民李长
林，因为会做一手好菜，在当地开办
起了农家乐，他还把做洋芋美食的看
家本领都拿了出来。据他介绍，早些
时候，老一辈人经常把洋芋当作主食
吃，“锅里煮的洋芋蛋，灶里烧的洋芋
蛋”，一日三餐离不开洋芋，洋芋几乎
成为粮和菜的代名词。

“近年来，我们发现用洋芋做的
美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所以我
们精心研制了‘洋芋宴。‘洋芋宴’的
每一道菜均以洋芋为食材，集齐了
煎、炒、炖、炸等多种不同的烹饪手法
来制作。有金黄酥脆的干煸洋芋松、
香甜软糯的金瓜土豆泥、滑爽柔韧的
洋芋拉皮、鲜美甘醇的土豆金汤胖鱼
头等，最吸引眼球的当属土豆芙蓉
肉、洋芋椒盐排骨、牡丹土豆虾仁捞

饭这几道菜了。”李长林说。
与此同时，蔡家堡乡深入挖掘优

质马铃薯在西宁靠北地区的市场优
势，依托全乡 142 户马铃薯种植大户
优势和农资项目支持的政策优势，全
力推广特色马铃薯种植产业，打造极
具地域特色的“河湟洋芋宴”，确保前
来休闲体验的游客充分享受田园生
活、感受乡土气息。

目前，蔡家堡乡共打造万亩马铃
薯种植示范点1处，千亩示范点两个，
百亩示范点13个，马铃薯种植面积基
本稳定在 1.3 万亩，平均亩产在 5000
斤左右，马铃薯集成连片形成规模的
效益逐步凸显。

据互助县蔡家堡乡党委书记吉
玉峰介绍，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七彩农业”深入发展，蔡家
堡乡按照“深挖潜力、延伸链条、培育
品牌”的产业发展思路，打造了独具
海东特色的“河湟洋芋宴”，其目的是
最大限度地延伸洋芋的产业链条，努
力增加群众的收入。“我们将在菜品
的研发上狠下功夫，积极做好推广、
宣传的工作，努力使‘河湟洋芋宴’成
为互助乃至整个海东的一张崭新名
片。”吉玉峰说。

□本报记者 祁树江 通讯员 李玮
“老板，估计 4点就能出发，不要

急，不要急，我们正在装车。”近日，在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土观、
保家、五十、北庄等村的蒜苗地里，菜
农们正忙着抢收蒜苗。全镇 1150 亩
优质高产蒜苗迎来丰收，一捆捆绿油
油的蒜苗，从这里运往全省各地蔬菜
批发市场。

“因为最近是蒜苗旺盛期，货要
得多，所以要提前抢占市场。”种植
大户杨万寿说，今年，1150亩的蒜苗，
每亩最高可产 1.2 万斤。现在，每天
都有当地群众在基地里忙着收割、装
运。蒜苗每年有两季的收成，从 6月
一直陆续收到8月，除本地订单外，我
们的蒜苗还销往香港等地。

据杨万寿介绍，从2015年开始种
植蒜苗的他，每年要流转 100 亩左右
土地，通过种植蒜苗致富的同时，他
还帮助村里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
务工的问题。

北庄村村民杨洪斌早上六点起
床就到基地里务工。今年蒜苗丰收
了，杨洪斌也很高兴。栽种一个月，
挖蒜一个月，每天能挣到 200 多元的
工资，挖一个月蒜苗就能挣到 6000
元，再加上妻子也在基地里务工，一
个月下来两个人有 1万余元的收入。

“多年来，我和妻子都在这里务工，离
家近，照顾到家里的同时，还能挣到
钱。”杨洪斌说。

近年来，五十镇在土观、保
家、五十、北庄等村种植了以紫皮
蒜品种为主的蒜苗，五十、三庄等
村还种植了长白葱。种植环节完全
采用无公害种植技术，蒜苗产品质
优价廉，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产
品除满足本地市场外，还远销外
地。“今年蒜苗的市场价格还行，每
亩收益 8000 元左右。五十镇蒜苗由
于品质佳、味道好而受到大家的喜
爱。”收购商向成贵说。

近年来，五十镇因地制宜，充分
利用气候、人力资源、交通等优势，整
合资金，多措并举发展高效作物经
济，以打造互助“七彩农业”名片为契
机，形成了“政府推动＋合作社带动、
市场拉动+农民主动”的发展格局，推
动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之前我们主要种植油菜、小麦
等农作物，产值较低。改种蒜苗后，
既优化了当地农业结构，促进了农户
的就业增收，又为市场提供了优质的
绿色蔬菜，村民将土地流转给种植大
户们种蔬菜，除了流转费还可以务工
增收，真正实现了共赢。”五十镇党
委书记鲁胜宝说。

本报讯（记者 马正艳 通讯员
凌鑫田）近年来，海东市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深度推进军民融合，形成了
党政齐抓共管、全社会广泛参与的

“双拥”工作格局，有力促进了全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
设。

民和县始终把“双拥”工作作为
“一把手”工程，坚持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军政联动时常
抓、工作机构和成员单位直接抓的工
作机制。在 22 个乡镇、322 个村（社
区）建设完成344个退役军人服务站，
完成了县、乡（镇）、村（社区）三级服
务保障体系建设并挂牌运行，实现了
三级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全覆盖。扎
实开展“退役军人之家”创建工作，基
本实现了有退役军人的地方就有“退
役军人之家”。制定了“两站一中心”
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服务承诺等 20
余项内部管理制度，明确相关工作要
求，为退役军人提供优待抚恤、就业
创业、政策解答、帮扶解困等全方位
服务，确保各级服务中心（站）制度
化、规范化运行。

同时，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微信
公众号、杂志、宣传栏等宣传渠道，深
入开展国防教育、征兵、军事日等系
列宣传活动，切实增强国防和“双拥”
教育的辐射力。深入挖掘整理优秀
退役军人先进典型，广泛宣传张海
山、李鸿昌、张正祥、蒲素君等一批优
秀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充分激发退役
军人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动力。

在“两节”“七一”“八一”等重要
节日，民和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走访
慰问困难退伍军人、军烈属等 497 人
次，送上慰问金 46.8 万元。同时，开
展经常性入户走访，及时对生活困难
退役军人、“三属”及现役军人家庭实
施困难帮扶救助，为14名困难老兵争
取关爱帮扶钱物3万余元。对部队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演练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和保障，三年来累计为全
县驻军部队投资675万元支持国防建
设。设置专门窗口负责安置工作，
2021年接收自主择业退役士兵91人，
安置符合条件的6名退役士兵。全面
落实抚恤优待，发放各类抚恤补助金
830.19万元。组织 130名退役军人开
展各类技能培训，为自主就业退役军
人提供各类岗位1000余个。

此外，通过驻军部队与地方结对
共建，扎实开展扶贫帮困、捐资助学、
照顾孤寡老人等活动，民和县人民武
装部领导干部为 20 名贫困生捐款 4
万元。驻县各军（警）部队为群众开
展义务理发、义务巡诊、修理家电、环
境整治等多项便民活动，受到了群众
的高度赞扬。累计出动500余名现役
官兵和民兵参加植树造林、抢险救灾
和疫情防控等任务。武警中队协助
民和县公安局开展军警联防联治、武
装震慑、执勤巡逻、武装设卡，缴获管
制刀具、危险品 2000 余件；民和县消
防救援大队积极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救援道路交通事故 280 余次，为构建
和谐民和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民和“双拥”工作结硕果

“河湟洋芋宴”美名扬

五十镇蒜苗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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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张
建一）2022年上半年，海东市乐都区坚
持贯彻中央和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努
力克服疫情对生产生活秩序的严重冲
击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聚焦“六保”
要求，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以

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为契机，大力促
进乐都区社会经济发展，上半年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今年，乐都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创业、收入分配、教
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各方面工作，不断推进

乡村振兴落地见效，共同富裕效果显著。
2022 年上半年，乐都区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924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648元，同比增长5.7%。乐都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936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760元，增长4.7%。农

村居民人均可配收入为 7747 元，同比
增长 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5个百分点，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18（以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了0.04。

上半年乐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