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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名普通的画师成长为企业的骨

干，获得全国劳模称号，这份荣誉离不开党

的培养。”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

青海省一级民间工艺师完德尖措深有感触地

说：“二十大报告增强了我们推动文化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今后我要带动更

多从事热贡艺术创作的人一起进步，为推进

同仁全域文化繁荣贡献力量。”

深耕文化沃土，让乡村经济振翅腾飞

10月 19日上午，从四处赶来的村民经

过扫码、测温，然后井然有序地进入同仁市

原牙浪乡政府大院，一时间，让这偏居深山

的乡镇异常热闹。这一天，隆务镇党委特地

邀请到黄南州优秀党员、热贡龙树画苑负责

人完德尖措和市委党校讲师通过大会重播画

面，为大家现场翻译二十大报告，让在座的

每一个人对大会盛况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几天来，为了赶赴这场特殊而重要的约

定，完德尖措一边反复观看和聆听报告，另

一边将画苑的党员们召集在一起，围绕报告

展开讨论，提前做足了功课。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说，‘发

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同仁热贡艺术久负盛

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后我们

将以二十大报告为指引，积极激发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新风采、新作

为。”

完德尖措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

也是热贡艺术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的十年。在

多年发展中，针对产业选择难，同仁市依托

热贡文化的优势资源，探索推出“文化+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模式，设立了龙树画苑等

多个产业基地和乡村振兴帮扶车间，同时，

培育大小文化企业数百家，文化产业从业人

员突破了2万人，带动培训就业数千人，人

均增收达2万元以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让人充满前行的动

力，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一名党员，我应

当尽我所能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去

往牙浪的路上，完德尖措仔细梳理起这些年

来热贡艺术产业发展的成就和未来发展的趋

势，盘算着顺便为村民们普及相关政策，并

为有意愿的村民提供学习和工作的平台。

“隆务镇牙浪四村比较偏远，相对来说，生

产方式也比较单一，如果能有人参与到热贡

艺术产业发展，一来能助力乡村振兴，二来

也能壮大我们的人才队伍。”

细数这些年来的发展，完德尖措自豪地

介绍，自2010年成立以来，先后有528名

学员从龙树画院学成出师。如今，他们有的

已成为同仁享有名气的民间工艺美术师，有

的广收学徒，至今已发展至2000余人。

厚植文化底蕴，让艺术瑰宝永续传承

走进位于吾屯下庄的热贡龙树画苑，画

苑南面二楼的画室里，20多名年轻画师和

学员正聚精会神地绘制壁画，整个画室里静

得出奇。在每一名画师的身旁，都摆放着研

磨调配过的各种矿物颜料，有蓝色，有金

色，有红色，也有绿色和粉色，掌握精湛技

艺的画师们正是用这些五颜六色的矿物颜

料，借手中的画笔，绘制出一幅幅巧夺天工

的作品。

迈步新时代，“热贡艺术”这一世代相

传的瑰宝已成为同仁走出省门国门、面向世

界的金色名片，随着其相关产业不断发展，

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发展提出了要求。在热贡艺术产业快速发

展的同时，我们应该增强忧患意识，将保护

工作做到位，让这一世代相传的技艺能够永

续传承，高质量发展。”反复研读和学习党

的二十大报告，结合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产业

的经验，完德尖措感触颇深，他认为，保护

和传承是增强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作为一名热贡艺术民间画师，在积极参与产

业建设的同时，也应当为这门技艺的保护传

承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同仁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

长傲赛多杰介绍，这些年来，为了让产业发

展和非遗保护并驾齐驱，同仁市制定了严格

的评优择优机制，同时每年举办唐卡绘制大

赛等公开活动，有针对性地培育出一批德艺

双馨的热贡艺术人才，建立人才库，为更好

地传承和发扬积蓄了强劲的能量。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所作

的报告后，傲赛多杰显得意气风发，信心满

满。“报告激励人心，催人奋进。作为一名

基层文旅工作者，我将认真学习领会报告精

神实质，找准新时代文旅工作发展方向，高

位推动热贡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为文旅融

合发展打造更广阔的舞台。”

编织育人摇篮，让文化人才茁壮成长

同仁是热贡艺术的发祥地，全省唯一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继徽州、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区后，第三个获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批准的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源于传

统文化的滋养，在隆务河流域这片狭小的土

地上，同仁市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现

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8人、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10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168人，省

级非遗传承人34人。

谈及人才资源，完德尖措流露出满满的

自豪感。今年8月，他的叔叔扎西尖措获得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他说，作

为一名画师，我的目标就是坚持研习唐卡绘

画技艺，争取有朝一日也能像叔叔一样成为

行业的领军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聆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更加坚定了

我的目标，也让我对此有了更足够的信心

……”

在今天的金色谷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广收门徒”，学员零费用学习技艺已成为人

才培养和传承发扬的主要抓手。每年，这些

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以

及“热贡艺术”传承人会定额招收学员。时

至今日，农牧区未就业大学生、高中毕业青

年、赋闲的农牧民等为主的上万人由此掌握

了一技之长，实现了梦想。随机走进一家画

院，目光随意就能捕捉到正端坐在画布前精

心勾画的青年男女，除了当地人，还有来自

山东、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的学员。

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扎西尖措的徒弟范

庆基慕名从山东来到龙树画苑学习唐卡绘画

技艺，在长达11年的学习中，他已成长为

画苑的骨干画师。“这11年来，我在这里找

到了适合自己的一条路，能静下心来学

习。”范庆基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振奋

人心！今后要继续刻苦钻研热贡艺术，争取

早日成才，回馈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回馈这

门艺术的哺育。

时近霜降，同仁市
隆务河两岸山野早已披
上了金色的霓裳，迎着

“金色谷地”日渐转凉的
秋风，一座座热贡艺术
传习中心的庭院中，迎
风猎猎的党旗和国旗展
示着人们欢庆盛会的
喜悦。

同仁市热贡艺术传
承、创作的画院负责人
和民间工艺大师们在热
议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同
时，回望来路、共叙成
绩，用一句句铿锵的话
语，述说着心中的感念
和对未来发展的希冀。

学员正在精心制作客户定制的“水陆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