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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文莉）同仁县36辆

纯电动微循环公交正式开通运营已有两个

多月，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正在缓解偏远

地区群众“出行难”问题，群众的生活方

式因交通便利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每天清晨七点钟 1路 2路 3路公交车

从首站唯哇三岔路口分别驶出，2路公交

车耗时50分钟，经过17站，驶过16余公

里来到向阳村站。

2月18日，保安镇参加社火表演的队

伍乘坐专门安排的公交车准备到县城表演

社火，社火队员王先生说“有了公交方便

多了！以前我们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坐上

车，有急事就只能花钱雇车去县城了。”

落后的交通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

展和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城乡公交开通只

是第一步，如何让偏远地区公交班线的运

营长期坚持下去，政府和运营公司都在努

力探索。

目前，同仁县有集停车、充电于一体

的现代化公交站场 1 座，其中分电箱 1
个、20 台充电桩能给 36辆公交车充电，

同时，公交车可相互进行充电，解决了公

交车续航能力不足的问题。

据悉，同仁县政府计划每年投资 70
万元鼓励发展公交事业，计划年内增加50
辆公交车投入运营，并开通前往麻巴、扎

毛村公交线路。

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流动，引进

电动公交车，开通城区公交线路，以及城

乡公交线路，是城市发展的象征，也是实

现广大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目标，同仁

县城市化发展正在步步升温。

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山峰公交公

司毛总带着 11名公交司机在艰苦的条件

下成功运营了黄南公交。他说“公交通行

提升了城市形象，城市发展重在群众观念

的进步，交通便利不仅利于人们出行，更

重要的是方便了人们与外界的交流，群众

的思想观念也将会逐步打开并改变。另外

10辆纯电动空调公交车已经调度到州内，

将为群众夏季出行提供优良的乘车环境。”

在没有公交前，黄南州周边群众均靠

农村二级客运出行，为使农村二级客运司

机不失业，同仁县运管所规定部分城区规

划路段公交和农村客运班线同时运营，并

鼓励农村二级客运司机进入公交公司，去

年同仁县周边 50名贫困群众通过参加公

益性岗位在公交公司实现了就业。

近几年，黄南州公交车发展从此前难

以运营而关停到如今开通3条运营里程40
余公里的城乡公交线路，36辆公交车经营

范围几乎覆盖同仁县城及周边偏远地区；

从“天然气公交”到纯电动公交……零污

染、噪音小、易保养、能效利用率高等特

点的“绿色公交”大大降低了公司的运营

成本。同仁县运管所副所长马新仁算了一

笔账：相比传统能源公交车，纯电动公交

车每年每辆车可节省油耗成本4万元左右。

“自公交开通以来，群众反响热烈，

很多群众主动找到我们，夸赞开通公交是

真正为人民服务。公交公司每天共发出

369班次，每7至10分钟一班，客运量每

天达5500余人……为了培养具备A 1驾照

的司机，运管所决定联系省交通驾校、物

资驾校利用惠民政策培训一批 A 1 驾驶

员，并联合旅游文体部门对公交司机进行

业务素质培训。此前，毛总带来的 11名

公交司为当地司机做了基础的业务能力培

训。”马所长说到。

公交惠民延伸到偏远村镇，城乡畅行

不再是难事。城市公交让群众的绿色出行

更便捷，不仅没有提高群众的出行成本，

还提供了更多的惠民服务。据了解公交 IC
卡计划于今年4月左右开始办理，每辆车

将配发 3000张免费工本卡，既可乘坐公

交，还可在省外各地乘坐地铁，全国通

用，真正实现了一卡通。军人及残疾人员

均可享受免费乘车服务，学生刷卡可享受

7折优惠，普通群众刷卡享受8折优惠。

不仅如此，为最大限度方便市民乘坐

公交车，山峰公交公司适应时代发展潮

流，在 IC卡刷卡乘车的消费方式基础上，

推出手机支付，并将制定查询线路的

A pp，不久群众就可以利用手机 A pp 实

时查询公交线路以及出行时间。

绿色出行改变我们的生活

“春节”期间，黄南州各地区群众隆
重举行藏戏、“晒佛”、“拉泽”、“达顿”、

“社火”表演等各项民间年俗文化活动。
最受热贡汉族群众喜爱的保安社火正是我
州民间年俗文化中的一朵瑰丽奇葩。

保安社火，是保安汉族群众过年最有
味的“一道菜”，也是年文化的精髓，一
进入农历腊月，保安社火队就“躁动”起
来。敲锣的、打鼓的、排练的，场面异常
热闹。

2 月 19 日，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元宵
节，别具地区特色的保安社火如期而至。
在保安镇城内村都司衙门府内，社火官、
秧歌队的大爷大妈、舞龙舞狮的小鲜肉
们，早已准备妥当。孩子们在追逐打闹，
大人们交流着节目流程，还有人不时地向
来访游客介绍都司衙门府的来历。

在衙门府一旁的保安社火展馆内，整
整两面墙的照片记录了保安社火的演变过
程。保安社火历史悠久，表演形式灵活多
样，内容丰富多彩，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
活、风俗民情、文化底蕴等有着密切的联
系，大家用“社火”这一传统而古朴的民
俗方式为新年祈福许愿，为广大群众增添
欢乐和喜悦。

上午 11 点，社火官带领着社火“身
子”们，从都司衙门府出发，沿着城内村
的巷道浩浩荡荡地奔往城外村广场。随行
的老人告诉记者，这一行为称为“踏
煞”，这样才能驱赶妖魔鬼怪，保佑全村
老小平安，同时也在邀请其他村的村民们
来观看社火表演。

此时，保安镇城外村的广场上彩旗飘
飘，锣鼓喧天，人头攒动。中午时分，社
火表演队的演员们走村穿巷，在广场上开
始了正式演出。保安社火队由城内、城
外、新城三个村子的村民自愿组成。

锣鼓声中本次演出的开场角色——社
火官登场了，身穿大红色官服的社火官雄
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广场中央，拜过四方
后，向场上的群众们送上新年祝福。社火
官退场后，“狮子”们上场了。表演者在
锣鼓音乐下，装扮成狮子的模样，做出狮
子的各种形态动作。走在前头的引狮人右
手握旋转绣球，左手执小锣逗引狮子。狮
子在“狮子郎”的引导下，表演腾翻、扑
跌、朝拜等技巧，并伴有上窜桌子、抢绣
球等高难度动作。

腰鼓队年龄最小的吴文慧今年才 9
岁，但是打起鼓来丝毫也不逊于哥哥姐姐

们。在锣嚓打击声的引导下，腰鼓响起来
了，手中的彩绸凌空飞舞。他们摇头晃脑
地舞着，将喜悦绽放在脸上。欢快的鼓点
仿佛高声呐喊着祝福、召唤着吉祥。

且不说保安社火的规模，单说“身
子”们的衣服，也颇具历史渊源。表演太
平鼓、武角等演员们的前胸后背均有

“勇”“衙”“兵”字样。据社火队管理人
员吴老先生介绍，保安地区有深厚的民间
文化和军营屯垦文化，这里的汉族是明代
来此戍边移民的后裔，其社火表演是明末
拨守屯边的营兵带到保安营后，一直承袭
军营习武性质的传统表演方式。民国后，
营制废革，军籍后裔传承旧习，并不断补
充完善演出内容，成为同仁地区唯一具有
汉文化特色的表演形式。2009年，保安社
火被青海省政府列入《第三批青海省省级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0岁的韩阿姨和她的同伴们坐在广场
的一侧，她从小随家人从循化县搬迁而
来，在此居住多年。她告诉记者她的6个
女儿都跳过社火，每次村里耍社火时都会
来看。每年的社火都有新变化，今年的保
安社火还增加了撒拉族和藏族舞蹈。

一道年文化的“硬菜”

本报讯 春节的喜庆氛围还未散去，尖

扎县将春播备耕作为服务“三农”的头等

大事，开始积极调拨储备农资。

截止目前，尖扎县农牧科技局已储备

春小麦良种约 32.5 万公斤(其中包括阿勃

7.5万公斤、高原 448品种 25万公斤)，杂

交油菜种子 0.6万公斤，青稞 2.5万公斤，

玉米0.7万公斤，全县小麦良种统供率可达

30%，能满足全县1.5万亩小麦种植耕地需

求。对农业生产物资价格受市场影响、农

机具维修维护门店少、现有技术人员知识

老化等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全县农民购买农

资产品能力不足、农户对农机具维修与维

护难度大、科学种养技术更新不足等问

题，尖扎县农牧科技局抽调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各乡镇、村、户进行指导，将农业实

用技术和各类农机具检修技术传授到每家

每户和田间地头。

据悉，2019年尖扎县计划播种总面积

为7.3万亩，其中上半年农作物播种面积为

6.19万亩，其中粮食作物3.87万亩，油料

作物 0.6万亩，蔬菜 0.42万亩，设施蔬菜

0.1万亩，饲草 1.2万亩；下半年播种 1.11
万亩，其中蔬菜 0.38万亩，饲草料 0.5万

亩，其他作物0.23万亩。

尖扎县展开
备耕春播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马香兰）在元宵佳节

祈愿法会期间，州公安局交警支队深入法

会路线各主要路段、路口进行详细勘察，

研究制定切合辖区实际科学合理的交通安

保方案。

执勤时段，交警靠前指挥检查督导，

对发现问题现场解决。各小组、各管制区

严密配合、相互策应、协同作战。为确保

各项措施和任务落到实处，支队明确勤务

纪律和具体要求，全警动员，全力以赴投

入到2019年元宵节隆务寺正月祈愿法会期

间交通安保工作中，为人民群众欢度佳节

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据了解，州县两级共出动警力76人参

加此次安保工作，采取民（辅）警包路段

责任制，强化路面管控力度，在交通压力

较大路口增派警力，全体参战民（辅）警

提前到岗坚守一线。

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未发生长时间拥堵和交通安全事故。

交警为隆务寺
祈愿法会保驾护航

本报讯 近日，我州同仁县 (热贡艺

术)，荣获 2018—2020 年度“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称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是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群众文化品牌

项目，自1987年起开展评审命名和建设工

作，命名周期为3年。根据《“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命名和管理办法》，入选“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地方，必须具有

某一特色鲜明、群众喜闻乐见并广泛参与

的民间文化艺术，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的特定区域，主要指乡镇(街道)，也包括部

分县(县级市、区)。
热贡艺术是中国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颇具广泛影响的流派，从十五

世纪开始，发祥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同仁县境内隆务河流域。数百年来，有大

批艺人从事民间佛教绘塑艺术，从艺人员

之众多，群体技艺之精妙，都为其它藏区

所少见，故被誉为“藏族画家之乡”，而同

仁地区在藏语中称为“热贡”，因此这一艺

术便统称为“热贡艺术”。热贡艺术是我国

文化宝库中一枝瑰丽的奇葩，也是藏族不

同地区之间、藏汉民族文化之间交相辉映

的产物。

同仁县荣获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满员的1路公交车 马文莉 摄

文 / 记者 马芝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