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迭山高处俯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

部县益哇镇扎尕那的地形既像一座规模宏大的

巨型宫殿，又似天然岩壁构筑的完整古城。从整

体上看，扎尕那聚落是典型的围合结构。道路廊

道沿着益哇河进入村庄，以流线型方式穿过 4 个

自然村落，最后从西北角连通外部。随着道路廊

道的渐进，以益哇河和斜坡上交错而有韵律分布

的耕地为导向，民居沿着山坡散布，农田、河流与

周围山体相映衬，形成别具韵味的田园生活空

间。近年来，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这颗

镶嵌在甘南大地上的璀璨明珠逐渐为更多人所

熟知，古老的扎尕那展现蓬勃生机。

融合农林畜牧

延续千年的劳动图景

出迭部县城，往西北，驱车约 20公里，先过一

道石门，再穿越一条林木茂密的峡谷，就到了扎尕

那村。扎尕那在藏语中意为“石匣子”，当地人称

“石头城”。“祖辈们口耳相传，村子因被石山环抱如

同城堡而得名。”扎尕那村代巴组村民安路说。

鸟瞰扎尕那，三面耸奇峰、一面环森林，沿着

贯穿全村的益哇河向东，坡度渐缓，就到了“城中”

腹地。受地形、气候、土质以及灌溉等影响，扎尕

那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海拔 2400—3000 米的阴坡

中下部和河川沿岸阶地，因此，耕地坡度大，农机

具难有用武之地。时至今日，村里还在延续着千

年之前的“二牛抬杠”。“所谓‘二牛抬杠’，就是耕

作时，两牛中间横抬一杠，杠后接续辕犁，耕作的

人用脚控制犁铧入土深浅。”安路介绍。

“去年种了 5 亩青稞，收成不错。”安路说，开

镰收割后，青稞被挂上约 4 米高的木制人字形排

架，“既通风易干，又能避免牛羊偷吃。”

“高高的晾竿上／晾晒着太阳的光线……”

诗人笔下的“扎尕那草图”，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图

景。行走村巷，能看到几乎每家庭院都竖有排

架。当青稞干透，全家齐上阵，挥动梿枷打青稞。

脱粒后，经过翻晒、炒熟、磨成粉做成的“糌粑”，既

是村民的主食，也是游客们珍爱的美味。

在扎尕那在扎尕那，，受土壤和气候条件所限受土壤和气候条件所限，，当地种当地种

植业是作为畜牧业和林下野生产品的补充而发植业是作为畜牧业和林下野生产品的补充而发

展的展的，，主要是为当地居民提供蔬菜主要是为当地居民提供蔬菜、、必要的植物必要的植物

蛋白以及为畜牧业提供饲料蛋白以及为畜牧业提供饲料。。行走在扎尕那的行走在扎尕那的

田埂上田埂上，，能发现部分开垦的农田与天然草地相间能发现部分开垦的农田与天然草地相间

分布分布，，种植业与畜牧业有机融合种植业与畜牧业有机融合。。这种开垦模式这种开垦模式

能够在放牧家畜的同时能够在放牧家畜的同时，，很好地保持水土很好地保持水土，，而家而家

畜既能作为农业耕作的畜力畜既能作为农业耕作的畜力，，又是运输的主要工又是运输的主要工

具具，，还能为农民补充肉和奶还能为农民补充肉和奶。。

探路生态旅游

寻找持续的发展路径

扎尕那地处岷迭山系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的交接地区。在海拔 4200米以上的山体顶部，疏

散地生长着水母雪莲和红景天；在海拔 3600—
4200米的区域，则是广袤而辽阔的高寒灌丛和高

山草甸草原，是欧拉绵羊和牦牛的天然牧场；在

海拔 2400—3600米的区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森

林景观，是野生菌类的天然宝库；在白龙江两岸

的开阔地以及各沟河沿岸的山坡阶地，土壤发育

较好，为种植农作物、果树等提供良田。

但受地质条件、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扎尕那

农林牧复合系统所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易引发

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本世纪初，过度放牧

带来草场退化，人们不得不迁往更高海拔的草地

放牧，或是向周边地区借牧。“借牧就是租借一块

草场来放牧。”扎尕那村东哇组村民班玛九说，当

年 ，扎 尕 那 人 得 赶 着 牛 去 到 百 十 公 里 外 的 县

放牧。

如何保住扎尕那的文化遗产？

2018 年，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入选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为农林牧复合系

统的保护和利用，乃至迭部县的农业发展带来了

积极且深远的影响。“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的

保护与发展，着眼于农林牧复合系统传统生产方

式和文化传承的动态保护，以及生态农牧业循环

经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迭部县农业专家闫国

庆介绍，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是积极的

保护，在扎尕那，保护与发展的巧妙“平衡点”就

在生态旅游上。

扎尕那美，远近闻名。站在村里的观景台，

只见奇峰灵秀，峡谷深幽，河水清澈，草场丰美。

“很早之前，游客就络绎不绝，当时就想过开民

宿。”安路说，可那时不通自来水。针对扎尕那旅

游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甘南藏族自治州和迭部

县陆续实施了一批村道硬化和改扩建项目，积极

发放政策红包，鼓励村民从事旅游业的同时，适

当限制放牧。安路率先在村里经营起民宿，夏秋

两季，生意格外火爆。

守护动人风景

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

旅游火、游客多，外出的村民逐渐回归。但

新问题显现：乱扔乱排、乱搭乱建普遍，不达标的

环境设施、卫生条件开始制约旅游品质提升。“草

场上、河道旁，废弃塑料制品常见。”扎尕那村东

哇组村民道考说。

2015 年以来，甘南藏族自治州打造全域“无

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乡村生

活垃圾收运设施全覆盖，有机肥替代化肥全面推

开，“白色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扎尕那的蝶变，叩开了绿色发展大门，农林

牧复合系统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牧区变景区、

民房变民宿。乡亲们守着好风景，过上好日子。”

道考感慨。

截至目前，扎尕那村民自主经营主体已发展

到 297家，其中餐饮、超市等 40家，特色农家乐 257
家，日均接待量达 1350人以上。2022年，扎尕那接

待游客 49.2万人，旅游产业收入达 1.25亿元。

安路从修葺一新的民宿望向拇指山，窗外的

扎尕那，宛若童话的世界，袅袅升腾着千年不熄

的烟火。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益哇镇

扎尕那，平均海拔接近 3000 米。这里的亚热

带与青藏高原高寒气候的过渡性气候类型，

使当地拥有高寒草原、温带草原和暖温带落

叶林三大植被类型。自古以来，扎尕那的居

民随着季节的变换从事游牧、农耕、狩猎和

樵采等多种不同职业，他们既是牧民，也是

农民、猎人和樵夫。

扎尕那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红

军长征途经迭部时留下历史足迹的红色旅游

胜地。在这里，岷山、迭山纵横交错，山高谷

深，白龙江干流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奔流于峡

谷之中。特殊的区位造就了独特的自然与人

文景观，各种形态的民俗风情、歌舞音乐、民

间工艺等传统文化世代相传。2016 年，扎尕

那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在扎尕那，踏板

房是最常见的民居。这种有汉

藏建筑风格民居的出现，或与迭部藏族千年前由

游牧逐步转为定居生活有关。“踏板房”之名，源

于房屋屋顶铺设的踏板（即木瓦）。民居整体以

木头为主材，土、木、石相结合。房屋四周均由厚

厚的土（石）夯

筑 ，一 般 0.6—

0.9 米 宽 ，墙 脚

以 岩 石 做 墙

基。屋架紧挨

着 围 墙 ，全 为

木质结构。

一 座 传 统

的踏板房整体

由正房和廊房两大部分组成。正房屋顶铺设踏

板，搭在人字脊两边。屋内柱子之间全用木板

卯榫连接形成墙壁，房内所设的家具，均以框架

结构镶嵌在墙壁内，不可移动。正房中央设火

塘连土炕，上方有天窗，可以起到排烟、照明的

作用。

每一座踏板房，都依山而建，坐北朝南，选址

临近耕地、水源。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只见古朴

的民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与当地独特的自然

环境和谐相融。传统踏板房，正房分 3 层。“1 层

为起居室和客厅，2 层夏季居住，有的人

家也会用作储物间。”迭部县益哇镇的踏

板房木匠师毛浪说，1 层廊房的屋顶，可用来打

晒粮食。在 3 层屋顶，顺着斜坡相错覆盖宽约

0.2 米、长约 1.5 米的松木踏板，最后再用石块压

住。为适应多雨湿润的气候，房檐前后架凹型木

槽，伸向院外以引水。三角屋顶下，正前方敞开

不隔，其余 3 面编藤条篱笆，抹上草泥隔成围墙，

里面堆放柴草及农具。

“在踏板房的正房内，做饭的火塘都与土炕

相连。”毛浪介绍，炊烟经土炕底部由烟筒排出，

产生的热量使土炕升温，既节约了柴火，又保护

环境，而且还解决了取暖问题，一举多得。

“ 紧 挨 正

房 1 层的檐下，

分 左 右 起 廊

房。”毛浪说，廊

房平顶上盖着

厚厚的土层，与

正房连为一体，

正房高出廊房

1 米 左 右 的 部

分，装一溜长方形的花格窗棂，作正房室内采光

之用。正房和廊房形成天井式院落，院子和 2、3
层之间由锯齿状的独木梯子相连。廊房顶部常

清扫得很干净，供居住者晾晒粮食、衣服。

近年来，随着扎尕那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当

地的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家家户户办起了民宿。

一些踏板房经过现代化改造，加装了独立卫浴、

落地窗，配备了电视、网络和空调。集自然风光、

传统民居、生活体验于一体的扎尕那，吸引着八

方来客。

千年踏板房

让生活与自然和谐相融
本报记者 王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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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传统村落R

图图①①：：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景观模式示意图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景观模式示意图。。 张丹峰张丹峰绘绘

图图②②：：甘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雕塑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雕塑。。

刘保荣刘保荣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身着传统服饰的扎尕那村民在田地里播种土豆身着传统服饰的扎尕那村民在田地里播种土豆。。

图图④④：：扎尕那的传统民居踏板房扎尕那的传统民居踏板房。。

图图⑤⑤：：身着传统服饰的扎尕那妇女在打酥油身着传统服饰的扎尕那妇女在打酥油。。

图图⑥⑥：：夏日的扎尕那夏日的扎尕那。。

图图③③至图至图⑥⑥均为均为迭部县委宣传部迭部县委宣传部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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