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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美，就是一种
力量。在青海黄南，我看到“美”是如何成为
脱贫攻坚主力军的。

这里的美，不仅在黄南令人沉醉的美景，
辽阔的草原和湛蓝的天空；还在于精美的唐
卡和精巧的堆绣、富有民族风情和特色的藏
族服饰品；最美的，其实是奋斗在脱贫攻坚最
前线、创造着美的人。

黄南州共辖4县，同仁县、泽库县、河南县
和尖扎县，在短短一周的“脱贫攻坚在行动”
媒体行期间，我们的脚步遍及黄南四县。

在同仁县，我们遇到了扎西尖措和曲智
两位唐卡大师，为了更好地传承唐卡绘画技
艺，他们建立了龙树画苑，还打破了“传男不
传女”的传承传统，广泛培养热爱唐卡艺术的
弟子。

在龙树画苑的“扶贫车间”，贫困户学习
唐卡，不仅完全免费，还有生活补贴。我看
到一位学徒一直蹲在地上，描绘唐卡底端的
花纹，他已经在这里学习了两年。龙树画苑
总经理完德说，唐卡艺人从学徒到出师，需要
五到六年的时间，一旦出师，画出的唐卡就不

愁卖了。
在同仁县吾屯下村，我们见到了当周，通

过当地脱贫的一系列举措，他学起了唐卡绘
画艺术，为了开拓售卖唐卡的渠道，他还开起
了店铺，如今，当周绘画唐卡的收入成为家中
重要的经济来源，实现了脱贫致富。

在同仁，还有很多和当周一样来自贫困
家庭的年轻人，他们手上沾满颜料，长时间地
蹲在地上或者半跪在画架前，但仍全神贯注，
一笔一划，用手中的画笔勾勒着脱贫致富的
蓝图。

在泽库县，我们看到了美丽的草原风光，
还有成群的牦牛和藏羊，更被那些为了实现草
场生态和牛羊饲养共赢而奋斗的牧民所打动。

泽库拉格日村，平均海拔3700米，“缺氧
不缺精神”的字眼映入眼帘。我们见到了生
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拉格日模式”的创始人
俄多，阳光下，他眯起眼睛笑着接受采访，他
能听懂普通话，也能说一点，也许是因为有些
紧张，也许是因为阳光太盛，他不断摩搓着手
掌，手心渗出了汗渍。

走进拉格日村搬迁户的新居，我们看到

了贫困社员索托和关贝的新生活。他们通过
流转草场牛羊入社，从而获取分红，年收入大
大提升，搬进新居之后，他们再也不用为孩子
们上学的问题发愁，以前住在草场的帐篷里，
他们要骑上摩托车早晚送孩子上学，现在，学
校就在“易地搬迁”后不远的地方。

在拉格日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采访
结束即将离开的时候，正赶上村里孩子的活动
时间，原来这会儿是村中自设汉语学习班的休
息时间，这个汉语班里既有村里汉语好的人，
也有外地大学生前来支援，历史还挺悠久，事
实上，俄多的汉语就是在这里学习的。在这
里，“扶贫先扶智”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

离开高海拔的泽库县，我们进入了河南
县和尖扎县，两地的“易地搬迁”扶贫模式，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河南县优干宁镇的幸福家园小区迎来了
草场上的牧民，琪木太带着自己两个女儿一
个儿子还有一个小外孙女住在这里，她的小
外孙女不会再像自己的姥姥和妈妈一样，面
临没有学上或者早早退学的困境，在新居的
家门口，9月，小区幼儿园即将投入使用。

流经尖扎县的黄河水，清澈无比，德吉村
的村民们从海拔2800到3400米的山上搬到
这里，背倚青山，面朝黄河，载歌载舞，不仅吃
上了“旅游饭”，还过上了幸福生活。

动人故事还有更多。泽库县宁秀乡尕日
当村的“第一书记”张文杰，原本是黄南电视
台新闻部的记者，在2015年抽调到尕日当
村，参与一线扶贫工作，在他看来，无论哪份
工作，他都始终在为群众服务。

还有那些贫困县的创业者们。美丽的藏
族姑娘东格央宗拉姆，告别美国特洛伊大学
的留学生活，回到自己的故乡，希望通过自己
的设计把藏服推广到世界。草原上，青切加
灿注意到草场牛羊粪堆积会破坏生态平衡的
问题，他创新思路，变废为宝，雇佣贫困户，将
牛羊粪作为环保燃料进行生产和售卖，带动
地方脱贫。

讲不完的脱贫故事，道不尽的美丽身
影。在黄南州，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人们，
正在努力地改变着家乡的面貌，让美丽的黄
南更加美丽，也让自己的身影，成为了大美黄
南的一部分。 （来源/未来网）

七月下旬正是青海同仁最美的季节，蓝
天白云衬着青青草原，与远处的巍巍高山相
得益彰。当地人已经忙碌起来，着手准备即
将到来的盛大节日——六月会。

在同仁县热贡龙树画苑的“扶贫车间”
中，虽然夏日酷暑难耐，身边不时还有参观者
来往嘈杂的声音，几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拿
着画笔，蘸取用矿物质做成的特殊颜料，一笔
一笔在画布上细细描摹。

这画笔描绘的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热贡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卡。同
时，他们一笔一笔用心在描绘的，也是自己和
家庭的脱贫致富之路。

为贫困户提供唐卡技艺培训，助力脱贫
同仁，藏语“热贡”，意为“梦想成真的金

色谷地。”它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错板
块，地形复杂，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特殊的区
域环境使得同仁区域封闭、落后，是青海省15
个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这片深度贫困地区上却拥有一颗文化明
珠：热贡艺术。热贡艺术是以唐卡、壁画、堆
绣、雕塑等为表现形式，以藏传佛教、神话故
事、史诗、藏医藏药、天文地理以及传统知识
为内容的造型艺术，于2006年5月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名录，2009年10月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热贡艺
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唐卡就成为近年来同仁县

“文化扶贫”的重要突破口。
画唐卡脱贫致富，第一步就是要传授给

贫困户唐卡绘制技艺。著名唐卡艺人扎西尖
措、曲智兄弟开办的热贡龙树画苑正是集中
培养唐卡艺人的重点传习机构。

作为唐卡艺术的传承人，扎西尖措、曲智
兄弟没有固守唐卡技艺“家族内传承”、“传男
不传女”等旧习，他们30多年如一日，培养了
358名热贡唐卡艺人。2001年，他们开创先
例，收了全国第一个学习唐卡技艺的女徒弟，
目前已出师的女性唐卡艺人已有36名。“以前
只有男人能学唐卡，女人就只能在家里务农，

两位师父招收女徒弟之后，一
家人里两个人都可以作画了，
收入就翻番。”热贡龙树画苑
经理完德介绍。

在招收学员的时候，热贡
龙树画苑更倾向于贫困户的孩
子，一是这些贫困家庭更需要
靠这门手艺来获得收入；二来
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心思
往往更加单纯，更容易“静心”，
把作品完成得更好。由于学员
大多数来自贫困家庭，热贡龙
树画苑一直对所有学员免学
费、免住宿、免吃饭，还承担学
员回家的交通费用。

画苑一年的伙食、学员补
助等费用就达200万元。为了
鼓励画苑更好地培养唐卡艺
人，当地县政府每年都会为热
贡龙树画苑提供培训费用的资
金补贴，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提供大力支持。

唐卡技艺的传承帮助了许
多贫困学员的家庭，同时也辐
射带动了周围村子脱贫致富。
在热贡龙树画苑已经出师的260人中，有16
名徒弟的年纯收入已经超过100万，30多名徒
弟年收入超过50万。这些已出师的徒弟再招
收自己的徒弟，又可以扩大唐卡艺人队伍，给
更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机会。画苑经理告
诉记者：“唐卡的学习周期很长，一般都需要五
到六年甚至更久，有些孩子老想急功近利去打
工赚钱，我们就会告诉他们，静下心来学习一
门技艺才是你的无形资产，可以终生以此谋
生，要比打工有价值得多。”

据了解，在同仁县，像热贡龙树画苑这样
规模的画苑已有12所，非遗传承中心25座。

让唐卡艺术成为贫困家庭特色产业，保
障脱贫

习得唐卡技艺之后，如何把唐卡卖出去，

是“文化扶贫”的重要一环。除了为贫困户提
供培训机会，同仁县政府还帮助唐卡艺人打
开销路，将唐卡艺术变为特色产业。

热贡龙树画苑所在的吾屯村，从事热贡
艺术产业的户数达到90%以上，可以说是“家
家做画、人人从艺。”对于这里的贫困户来说，
他们大多都具有绘制唐卡的技能，主要问题
在于缺乏创业启动资金。当地政府以到户产
业资金、低保补贴等方式为他们提供资金支
持，将唐卡技艺转化为家庭唐卡特色产业。

“真的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比起
以前的生活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给了
资金帮我们开了这个唐卡店，收入一下子翻
了倍。以前我们的房子特别差，现在政府给
我们就地危房改造，一家子现在住得很舒

服。”吾屯村的完玛措激动地说。完玛措一家
用政府发放的“到户产业资金”共44800元在
街边开了一间唐卡店铺，丈夫当周创作唐卡
的同时，也会帮助其他艺人销售唐卡。由于
热贡唐卡的名气很大，当周的唐卡店一直不
愁销路，目前全家的月平均收入已达到4000
元以上，于2017年成功脱贫。

据统计，画唐卡之后吾屯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已达11340元。目前村内31户153名
贫困户已被带动发展了文化产业，实现收入
稳定。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青海同
仁县则是“靠文化吃文化产业”，闯出了一条

“文化扶贫”的新路，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了
一条致富路。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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