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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藏历新年期间，西藏大大
小小的民间文艺队活跃在各乡村、城
镇，用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为
欢乐祥和的新年增添了喜庆。

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民间文艺
队伍日渐成为“生力军”。

【民间艺术团体达67支】

康马县民间艺术团是在日喀则地
区乃至在整个西藏都久负盛名的一支
民间艺术团。一年到头，艺术团的成
员们都在用自己的“原创”为农牧民
群众奉上“文化大餐”。在去年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上，艺术团团长达瓦次
仁更是被文化部授予“群文之星”荣
誉称号。

“现如今生活好了，群众怎能没
了自己的文化生活？我们民间文化队
的演出内容更接近于观众需求和欣赏
口味，更容易引起共鸣。”达瓦次仁
说，“表彰我，其实更多是在表彰我
们西藏所有的民间艺术团队！”

与康马县民间艺术团一样，近年
来，西藏民间艺术团不断发展壮大，
这支队伍来自基层，服务于农牧区群
众，充分发挥队伍短小精干、节目小
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队员一专多
能的特点，常年活跃在基层农牧区，
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

文艺节目，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宣传
党 的 方 针 政 策 ， 宣 传 科

技、卫生和法律
知

识，丰富和活跃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深受农牧民群众的欢迎和喜
爱，有力推进了群众文艺繁荣发展。

数据显示，2013年西藏批准成立
了16支县民间艺术团，目前全区民间
艺术团数量达67支。全区乡村业余文
艺队达到2466支，演员人数达到4万
余人。2013年度全区县民间艺术团演
出场次达到4413场 （其中在农村演出
2471 场），全年观众人数达 170 余万
人；新创作节目839个。

【大力开展业余文化培训】

随着歌曲《珠穆朗玛的故乡——
西藏》优美的旋律，台下不时爆发出
一阵阵掌声……在第十一届中国西部
民歌花儿歌会上，来自山南琼结的民
族歌手扎西拉宗，用这首富有浓郁西
藏农耕文化的歌曲，技压群雄，获得
金奖。

扎西拉宗感慨地说：“在这荣誉
的背后，离不开自治区群艺馆声乐老
师益西卓玛对自己的辅导和对参赛曲
目的精心创作与编排，以及群艺馆全
馆上下的大力支持。”

建好建强文艺队伍，特别是民间
文艺队伍，首先得加强对人的培养。近
年来，西藏文化部门针对民间文艺团
体舞蹈基本功和节目编排能力十分欠
缺等实际情况，大胆探索，强化措施，
创造性地开展一系列培训：组织业余
文化骨干到各类文化活动现场观摩、
交流探讨、学习提高；根据演员们不同

的功底基础，因材施教，实行单独教
学……这些措施有

效提高演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极大提升了文艺队伍的工作能力。

“仅去年下半年，群艺馆就开办
了阿里地区 7县民间艺术团业务骨干
培训班；为参加‘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艺
术汇演’的我区演员编排声乐和舞蹈
节目；面向拉萨市青少年学生免费开
设少儿音乐、舞蹈、美术培训班。通过
这些活动，实现了‘周周有培训、季季
有主题’的培训工作计划。”自治区群
艺馆党委副书记、馆长米玛说。

【造就万千“土明星”】

“如今蓬勃的局面，离不开政策的
大力扶持。”区文化厅社文处负责人
说。

近年来，为加强民间艺术团建设
和管理、充分发挥民间艺术团的作
用，西藏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制
定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民间艺术团发展
的政策和措施，有力推动了民间艺术
团的发展。2013 年，全区 543个乡镇
综合文化站和39个县民间艺术团排练
场所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达 5.5 亿元。
382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和 7 个县民间
艺术团排练场建设项目竣工。全区基
层文化广场数为1616个、参与广场文
化活动人数达到154.84万人次。

“我区民间艺术团队伍不断发
展、设施不断改善、演职人员的生活
待遇逐步提高，激发了全区民间艺术
团立足基层、服务农牧区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繁荣发展我
区基层文化事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
出。”区文化厅社文处负责人说。

据《 西藏日报》

今年4月14日，是青海玉树“4·14”地
震4周年。

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全面启动了
玉树的寺院恢复重建工作，投入资金 9.9 亿
元，目前已全面完成了玉树宗教活动场所灾
后恢复重建工程 92 座寺院中的 87 座寺院的
恢复重建任务，还有 5座寺院正在修缮和重
建中，僧尼的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这一
点，令在玉树州民宗局工作了28年的州民宗
局宗教科科长马兴魁十分欣慰。

■连续13个小时蹲在废墟上救人

2010年4月14日清晨那场突如其来的地
震给玉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资料显示，玉
树共有242个宗教活动场所，地震使全州92
座宗教活动场所、僧舍等受到不同程度损
毁，占全州宗教活动场所的38%。

地震中，马兴魁的右腿受了伤，但他没
有顾及自己的伤势，第一时间组织僧侣在玉
树县结古镇新建路、胜利路、民主路开展营
救。地震的当天，从早晨 7 时到晚上 8 时，
他坚持13个小时蹲在废墟上救人。

在州民宗委抗震救灾工作小组中，马兴
魁负责的是信息搜集和救灾物资发放工作，
震后许多道路中断，到寺院去调查路程之艰

辛，现在想来还是记忆犹新。
“路上当然难啊，当时到许多寺院的路

都不通了，比如禅古寺，当天道路不通。还有
一些更远的寺院，比如距结古镇 90多公里的
小苏莽乡东从寺，即使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驾
车也需3个多小时，震后五六天交通都难以恢
复。我们需要马上赶到现场去了解情况，赶在
早上报告受损信息。那时天天都在路上跑，有
时还需要徒步。有的地方供电紧张，连给手机
充电的地方都难找，好容易找到一个电源，就
排着队给手机充电。腿上有伤也得尽力坚持，
那么多人都从外地赶来玉树救灾，我们本地
人当然更要拼命干了。”马兴魁说。

■完善92座寺院灾后重建信息资料

当年 7月，马兴魁被抽调到玉树州宗教
活动场所灾后恢复重建办公室。3 年多来，
他协助建立完善了92座寺院灾后重建基础信
息档案资料，3年共下乡34次，认真调查恢
复重建过程中涉及到的土地、拆迁、招标、
手续办理、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问题。

“现在，你到玉树来看地震后重新修缮
的寺庙结构、材料和牢固度都有较大改变。
重修所使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较之前寺
院的土木结构更加坚实牢固。比如始建于公
元12世纪的禅古寺，是藏传佛教噶举派著名
寺院之一，在地震中两座主殿被毁，受损最
为严重，是玉树县异地重建的 4 所寺院之
一。新的禅古寺比原址面积大一倍，有经

堂、护法殿、僧侣宿舍和公用房等。在重新修
建的僧舍中，有客厅、卫生间，僧人可以洗上
热水澡、用上自来水，条件大为改善。对此，许
多僧人都十分感谢。”马兴魁说。

由于在玉树宗教活动场所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近期，马兴魁成为人
社部、发展改革委、国资委、解放军总政治
部等四部委决定表彰的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先进个人之一。

“现在要我说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就
是要感恩所有人对玉树的付出，继续努力，
团结本地宗教界人士，多做善事，圆梦未
来。”马兴魁说。

近 日 ，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

品浪费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意见包括杜绝
公务活动用餐浪费、推进单位食堂

节俭用餐、推行科学文明的餐饮消费
模式、减少各环节粮食损失浪费、推进
食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8个方面。

以两办的名义发这样的文件，可以

说极为罕见，它不仅是中央纠“四风”的一
项后续配套政策，将反对舌尖浪费细化到
了食堂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更从过去的一
个口号上升为一个规范，形成了国家战
略。从中，我们看到了党中央对于反对奢
靡之风和铺张浪费的未雨绸缪和登高
望远，其用意鲜明而深远。

一个人口大国，毫无疑问，也是
一个粮食消费大国。尽管我国曾宣

称“改革开放解决了 13 亿人口的
吃饭问题”，但一个不能否认的

事实是，截至去年底，我国
大豆及三大主粮还需严重

依赖进口。像我们这样
的粮食生产大国如

果还得靠进口养
家 糊 口 ， 必

然被人攥
住 命

门。粮食稳，方能天
下安，除了尽力提高粮食产

量，还必须厉行节约。
厉行节约，是文明传承的题中之

义。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项最重要
的文明传承就是节俭。“除禾日当午，汗
滴 禾 下 土 ， 谁 知 盘 中 餐 ， 粒 粒 皆 辛
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等诗词歌赋、格言民
谣，都记载并流传了勤俭的文明美德。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如今国人舌尖上的
浪费实在是太惊人了——饭不可口就被
倒掉，泔水桶中都是米饭馒头。央视去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每年在餐桌
上浪费的粮食价值 2000 亿元，被倒掉的
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提倡节约，反对浪费，虽然我们过去
叫了很多年，但鲜有规章，更少监管，效果
并不明显。而积年的浮华之气、比阔之习、

奢靡之风，加上官场腐败，像多米诺骨牌
一样，连环反应，推倒了很多人心中的节
俭美德。如果说，中央纠“四风”是一次官
场治奢，那么，两办文件，则是社会纠风。
而改变一个民族的风气，必须两手都要
抓，两手都要硬。

两办意见的下发，不禁让人体味到了
习近平主席带头节俭的良苦用心和高度
自觉。从自掏腰包到北京街头吃庆丰包
子、举行家宴请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吃羊
肉泡馍，到重访兰考吃大盆菜烩面，都佐
证了国家一把手在节俭方面的身体力行
和率先垂范。当然，两办意见只是一纸文
件，要落到实处，还要靠全党全民的共同
努力。同时，人们最终期望，厉行节约反对
食品浪费能够上升为国家制度和法律，从
根本上管住舌尖上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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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藏 100 多名文艺工作者来到墨竹
工卡县，给当地农牧民送去一台包括藏戏和
歌舞等内容的精彩文艺节目。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图为当地村民给文艺下乡的
演员献上哈达。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

●

治 理 舌 尖 腐 败 也 是 国 家 战 略
韩 睿

时事点评

栏目主持：黄抗生
huangks_bj@sina.com
栏目主持：黄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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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茶农们开始采摘第一批西湖龙
井茶。近期天气转暖，杭州日平均气温持续在
10 摄氏度左右，西湖龙井茶一级保护区里的龙
井村、龙坞村、翁家山村、杨梅岭村等核心产
茶区的今年第一批西湖龙井茶陆续开采。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杭州西湖首批龙井春茶开采

3 月 17 日，由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历史博
物馆联合主办的“东风西渐——欧洲瓷器展”
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开箱仪式。此次展览共展
出近 200 件欧洲瓷器，将于 3 月 22 日向市民开
放。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欧洲瓷器展”在辽宁博物馆开箱

灾后恢复重建寺院92座 僧尼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玉树干部马兴魁的四年重建之路
本报记者 叶晓楠

随着天气变暖，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春耕生产自南向北陆续开始，农牧
民春耕备耕，处处生机勃勃。 3月19日，在
四川省金川县咯尔乡，村民们在梨花林下开
始耕作。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春回大地 万物“耕”新春回大地春回大地 万物万物““耕耕””新新

年例是广东省乃至中国少有的民间风俗习
惯，大约起源于明清时期，已有几百年历史。湛江
年例更为独特和普遍，这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节日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武警湛江支队的官兵们
感到新奇，但也有部分官兵表示不解：“都什么年
代了，还敬神、游神？这不是封建迷信活动吗？”

该支队因势利导，把民间年例文化作为思
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教材，组织官兵现场观看
2008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吴川飘色、泥塑、花桥等优秀民间习俗文化表
演，增强官兵对第二故乡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激发官兵热爱湛江、投身湛江建设的热情，培
养了官兵对于驻地源自内心的热爱，自觉把驻
地当故乡，视人民如亲人。（唐良红 段东北）

民间年例文化进入湛江连队

人物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