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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4 月，热贡大地花红柳绿，处处春色醉人。当年明熹宗题写

“西域圣境”的这座古城，在热贡艺术的光芒下愈发璀璨夺目。

这里是继闽南文化、徽州文化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三个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也是青海省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城。

迈步新时代，随着高质量发展的大潮涌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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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产业在不断改革发展中，成为推进经济发展和乡村振

兴的源头活水。

厚植文化人才
大力保护传承特色文化瑰宝

同仁，是“热贡艺术”发祥地，著名的藏族画家之乡，以唐卡、

堆绣、雕塑为主的“热贡艺术”蜚声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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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5 项、省级非遗项目 10 项，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 11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8名。

在新征程上，“非遗”资源集聚、文化底蕴深厚，早已成为同

仁市高质量发展的天赐禀赋，而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无疑是传

承和发展的关键一环。

文化产业项目门槛高、技术难度大，培育人才是决定成败的

关键一环，同仁市坚持“创新传承人保护激励机制、打造产学研

一体式培养模式、建立完善人才选拔扶持机制”三步走，培养了

一支支有技术、有劲头的文化产业人才队伍，成功将人才短板转

化成了竞争优势。

在同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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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每位国家级工

艺美术大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以及“热贡

艺术”传承人每人定额招收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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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讲 ，政 府 层 面 的 助

力 和 民 间 力 量 的 自

醒正成为热贡文化传

承 和 发 展 的“ 两 翼 ”。

为此，近年来，政府层面的

作为凸显于将传承与发展置

于全市发展的大棋局中，热贡文化

园区、唐卡风情小镇、热贡艺术会展中心、热 贡

文化演艺中心、非遗传习中心、非遗宣传展示点等基础设施建设

日趋完备；民间投资新建形成规模的画院达 10 余家，园区内有规

模以上的画院达 12 座、从事热贡艺术的企业 188 家，其中文创产

品开发企业 17 家。同时，每年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小艺人”补助

和培训，将非遗与文化产业有机结合，通过非遗提升文化产品附

加值，通过文化产业发展来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

地域传统文化要走出省门国门，人才储备必不可少。同仁

市一头联合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开设热贡文化专业课程，培养一

批从事热贡艺术创作的“苗子”，另一头通过职校和传习中心以

产学研的培养模式培训各类热贡艺术人才 2686 人。两头连起

来，以文化产业+乡村振兴模式让当地几万名相关从业人员有了

致富门路，也形成了良性竞争。

在“强人才”计划的铺展和择优而取的选拔机制的确立中，

让“热贡艺术”人才队伍本领更高强，组织举办热贡唐卡绘制大

赛和乡土人才技能大赛等活动，选拔优秀乡土人才投入到民族

民间技艺保护、传承和产业化开发中，选择成长性好、竞争力强、

发展潜力大的“非遗”文化产业示范户，倾斜政策，强化用地保

障、财税支持，给予重点扶持，培育了一批文化脱贫的中坚力量。

依托优势资源
全面助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置身古城隆务，除了厚重的人文历史和璀璨的民族文化，引

人入胜的还有那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色。“一河九水四道天，土村

白塔古寺院，草山良川隆务险，奇崖古树蝴蝶滩”。这首诗将同

仁如诗如画的景致描写得淋漓尽致。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同仁有先天优势。2021年，同仁市荣获

2021—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荣誉，同仁市被中国文联

和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中国藏族热贡神舞之乡”荣誉，并成功评定

省级文旅融合示范点8家，扎毛乡扎毛村被评为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

村，曲库乎乡江什加村农家书屋被评为青海省示范农家书屋，热贡龙

树画苑成功申报国家3A级旅游景区，隆务老街被评为省级旅游休闲

街区，隆务镇吾屯村被评为第二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依托先天资源优势，同仁市探索“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路

径，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产业，有效发挥了资源优势，盘活了闲置

资产，“助跑”乡村振兴。仅 2021 年，该市旅游人数为 33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0.18%，从业人员达 32600余人。

进一步提高旅游知名度，打造文旅融合、文

创产业发展为一体的“网红”打卡点，让众多

游客在这片金色谷地感受传统村落的魅力。

地处农牧业过渡区的扎毛乡紧靠麦秀

国家森林公园，境内拥有扎毛水库、蝴蝶

滩、心形崖等丰富的山水资源和底蕴深厚

的民俗文化，扎毛村曾被评为全国“美丽宜

居村庄示范”，每年夏秋两季，周边游客纷至

沓来，村民们渐渐尝到了乡村旅游的甜头。

扎毛村草场小，耕地少，要实现乡村振兴，仅

仅依靠农牧业显然很吃力。2021 年，该村走发展乡

村旅游之路。在文旅融合路径中打造的集装箱民宿、农

家“KTV”、露台观景点、网红打卡区等旅游设施综合体的建设，

让乡村旅游“一条龙”服务链条日趋完整。放眼正勠力推进乡村

振兴的同仁市，政府主导、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文旅融合模式

已然多点开花，各具特色。

近年来，着眼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同仁市成功申报国家3A级旅

游景区1家、成功评定了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成功评定省级

文旅融合示范点8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1家，并围绕多元厚重的文化底蕴，依托独特人文的品牌效应，制定

了精品旅游线路4条，其中3条分别是同仁市民俗“六月会”一日游、

二日游、三日游线路已上报州文体旅游广电局。

打造育人摇篮
让特色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是当前正勠力推进

的一项工作。同仁市继续充分挖掘文化产业优势，将文化产业

作为主导产业之一，在原有基础上，凭借乡村振兴契机，配备了

相应资金，为扩大产业规模注入了新动力。

精心谋篇布局，同仁市将唐卡、堆绣、泥塑、刺绣等热贡艺术

特色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优化文化产业架构，培育文化

产业经营主体，推动其与多业态融合，使热贡艺术特色产业呈现

出全新的姿态。

依托非遗资源优势，同仁市编制了《同仁县文化产业发展规

划》，建立了 20 余座“非遗”保护传承中心，建成“非遗”工坊和文

化扶贫产业园创作基地，下设唐卡、堆绣、泥塑等 20 余个扶贫车

间，使热贡艺术特色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热贡龙树画苑、热贡桑杰画院、热贡布达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金轮热贡艺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大型文化企业在同仁市经济社会

发展中大放异彩；在“企业+基地+农牧户”和“企业+合作社+农牧

户”的新模式下，入股文化产业合作社、龙头企业、集体组织的农牧

民“股东”在致富路上走得无比稳健——仅热贡龙树画苑每年签约

手艺人达400余名，带动当地群众每户每年增收5-10万元。

去往上下吾屯各大画院的传习中心，总能看到年轻的画师

们端坐在画布前，精心绘制着自己的作品，每一笔下去，他们都

格外用心。在政府部门推荐和传习中心的帮助下，他们习得一

技之长，不仅费用全免，每年还能有 4至 6万元的收入。

4 月 4 日下午，桑杰热贡艺术传习中心新建的大楼里异常热

闹，在唐卡、泥塑、刺绣、堆绣四个车间，传习中心的民间工艺美

术师和学员们正凝神创作，倚墙而立的展架上摆满了他们色彩

艳丽、栩栩如生的作品，一旁的展示间，已经完工的《领袖与党的

百年征程》《民族团结一家亲》两幅巨幅堆绣作品格外亮眼。

2021 年 10 月，同仁市政府为传习中心投入乡村振兴资金 50
万元，桑杰画院有效打包较为分散的文化企业和培训资源，全力

打造文化扶贫产业基地，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推进民族传统手工

艺的传承和产业振兴，让脱贫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

目前，仅桑杰画院，就有学徒 100 多名，其中，近 80%为脱贫

户子女。学习期间，画院免费为学徒提供食宿、学习，年补助资

金 3000 元。对脱贫户劳动力进行热贡艺术技艺培训的同时，签

订产品收购协议，解决他们的产品销售难和价格不易掌握等后

顾之忧，通过“动态监测+鼓励免费”机制，带动 100余名学员每人

年收入达 6万元，重点帮扶车间为他们打开了脱贫致富的大门。

热贡文化，绽放在金色谷地的一朵奇葩

这里被誉为“中国活着的历史文化名城”“藏文化的源生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热贡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中国西部唯一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在省
内外历史文化发展中尽显不可替代的原生态和唯一性的优势。

这里保存着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古老的民族习俗、多彩的民族节日，民族文化积淀厚重，

而最具代表性的热贡艺术和神秘的“热贡六月会”、热贡土族“於菟”等底蕴深厚的地域文化，在
不断传承发扬中已然成为这一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今天的金色谷地，正以丰饶璀璨的传统文化产业，昂首行进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

亘古流淌的隆
务河犹如母亲的乳
汁 ，滋 养 了 谷 地 沃
土，哺育出了令人艳
羡 的 传 统 文 化 瑰
宝。经过岁月长河
的洗礼，如今，热贡
文化以其原生态和
唯一性在传统文化
中独领风骚，并为同
仁的经济发展和乡
村振兴赋予其独树
一帜的特色优势与
无限潜能。

同仁，藏语称热
贡，意为“梦想成真的
金色谷地”。这里是
蜚声中外的“热贡艺
术”诞生地，藏文化的
源生地，文化底蕴深
厚，手工技艺、民族文
化、自然风光、民俗风
情、历史遗迹等资源
尤为突出，有着中国
唐卡艺术之乡、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等称号。

迈步新时代新
征程，特色优势产业
转型发展在经济发
展和乡村振兴中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作为文化艺术富
矿区和全省惟一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同仁市更是如此。

面对传统产业
集约化、市场化的倒
逼态势，热贡艺术发
展模式一改曾经“传
内不传外”“传男不
传女”的严明“行规”
和单打独斗固守“小
作坊”的传统，开辟
出了一条欣欣向荣
的产业链。在今天
的金色谷地，随机走
进一家画院，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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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学员来自山东、河北、甘肃、内蒙
古……

在同仁，乡村振兴因其产业特色
而出彩，特色文化因乡村振兴而越发
兴盛。通过政府鼓励和引导，社会资
本助推园区建设已成为同仁文化产
业发展的新常态，至今，民间投资兴
建的画院已逾 10 家，投资额逾 1 亿
元，人才队伍愈发壮大、产业发展风
头正劲，对于同仁来说，这无疑是更
好地保护、传承和发扬热贡艺术、进
一步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助推乡
村振兴的一条广阔路径。

置身新时代改革与发展的大潮
中，同仁市以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群
众参与的发展模式打通产业链条，打
造多元化、多功能、综合性的文化集
群，在“文化+旅游”“非遗传承+乡村振
兴”的新路径中扶持文化产业龙头企
业，使热贡文化品牌效应进一步提升，
有力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
致富。热贡艺人用自己的技艺，制作
的《领袖与党的百年征程》《民族团结
一家亲》等唐卡、堆绣作品，无不表达
着他们油然而生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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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贡传统六月会以其独特的民俗表演，每年吸引众多省内外摄影爱好者争相走进热贡取材，图为热贡四合吉村落的六月会盛况。
（本版图片均为通讯员张海麟摄）

2019年5月23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热贡民间藏戏《意卓
拉姆》在青海大剧院成功首演。

民族服饰展演走上T台，多元文化展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理
念。

“唐卡”，被誉为世界上最繁琐的工笔画，图为热贡画师绘制
唐卡局部。

精心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