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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掸尘，辞旧迎新。2024 农历春节与藏历新年在同一

天。节日临近，全区各地年味渐浓，赏民俗、备年货，在欢乐

祥和的气氛中，人们忙着迎接“双节”。

一 入 腊 月 ，古 城 拉 萨 便 热 闹 异 常 ，置 办 年 货 的 群 众 穿

梭于商场、超市等各个市场，到处一片忙碌而喜庆的氛围。

从古至今，各族群众都有购置年货的习俗，追求的“年味

儿”是种期盼，孩子在父母的盼望里一天天茁壮成长，泥土在

春天的盼望里渐渐苏醒，人们透过纷繁的年货盼望新年新气

象。

回家过年的学生索朗玉珍把定制一套新款藏装排在了

年货清单中的第一位，“因为定做藏装需要 7 到 10 天左右的

时间，如果到时长短、松紧度不合身，还需再作调整。”

定好了藏装的布料和款式，索朗玉珍便和母亲步行来到

了八廓商城，奔向卡赛、风干牦牛肉、奶渣、糖果等年货销售

区。

“因为家里人多，以往过年，孩子的舅舅买回风干牦牛

肉、卡赛没几天，孩子她爸爸又会买回来同样的年货，这样重

复购买非常浪费。有好几次过年，我琢磨着家里人应该会

买，自己就没买，结果漏买了好些东西，所以，今年我们一早

便商量好了，年货全部由我和女儿一起出门采购，这样就避

免了重买、漏买的情况。”索朗玉珍的母亲白玛央宗说。

“隆果”和“切玛”盒也在年货清单中，也是最后一项，因

为特别重要，所以预留的选购时间比较长。

塑彩羊头在藏语中称为“隆果”，在雪域亘古浩瀚的历史

中，高原儿女自古以来便认定羊是吉祥的动物，代表了藏族

群众祈盼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曾听我曾祖母说，在她们那个年代，过年用的‘隆果’一

般取自现宰的绵羊，预示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可这样的方

式成本太高，现在，我们都是购买陶瓷制羊头模型来摆放，这

样既经济又美观。”白玛央宗介绍道。

“切玛”既是新年供奉物，又是日常的摆设品、吉祥物，它

预示着过去的一年生活美满，又表达着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愿望。

“今年，我们搬了新家，想购置一款大一些的‘切玛’盒摆

放家中，彩绘‘切玛’盒看着颜色喜庆，纯原木色的‘切玛’盒

看 着 端 庄 大 气 ，价 格 也 差 不 多 ，这 让 我 有 些 不 知 道 如 何 选

择。”白玛央宗仔细端详着手中的“切玛”盒纠结地说。

为各族群众献上“文化大餐”，把节日祝福送到各个角落

也是各种重要节庆必不可少的仪式。

“双节”临近，山南市文联与琼结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融媒体中心、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在琼结青瓦达孜广场举

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艺惠民活动。

活动中，广大志愿者为农牧民群众送去带有浓浓节日祝

福的春联和书法作品，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当天共

赠送对联 240 副、祝词 524 张，收到祝福的农牧民群众拉姆次

仁激动地说：“虽然天气很冷，但我的心里暖意十足。”

浓浓新年味，悠悠故乡情。与家人团聚是在外打拼的

人们内心最重要的惦念，在山南火车站，记者感受到在外漂

泊的游子们回家过年的迫切与喜悦。候车大厅内，旅客们

拎着精心挑选的特产、拉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操着天南海北不同的口音，人们都盼着同一

个方向——回家。

节日中的一张张笑脸、一个个美好的愿望，是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缩影，更构成了我区和谐稳定的美好画面。

▲风干牦牛肉。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拉萨市民在试戴藏式礼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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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味浓起来 市场热起来
本报记者 蒋翠莲 鹿丽娟 武沛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