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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获奖都会使我觉得肩上的责
任越来越重，今年我获得了‘自治区级工艺
美术大师’称号，这让我越发明白，只有不
断学习新知识，并在传统工艺中寻求创新，
才能配得上这个荣誉称号。”东嘎次仁说，
除了铜像外，他平时也会做一些市民和游
客喜欢的文创作品，比如香炉、铜狮子以及
生活中的一些器皿等。

此外，东嘎次仁还是一位企业家。他
先后创立了西藏玉佤仓工贸有限公司、西
藏巴扎嘎实业有限公司，带领着十几名学
徒，承接来自全区各地的订单。“我坚信一
个个家族的文化可以构成一个民族的文
化，用文化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是我
们的责任。我们的收入来自于社会，也应
该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东
嘎次仁说，虽然自己没有接受过正规教
育，但他深知文化的重要性。在创业过程
中，东嘎次仁从没有停止过帮扶行动。企

业业绩辉煌时，他每年都会给西藏的一所
学校捐款6万元，如今这个善举已持续了
8年。

在东嘎次仁的家族展览馆中，从第一代
传承人扎南到第五代传承人罗布占堆，金铜
造像工艺已有400多年的家族历史，展厅中
能看到大量精美的传世精品，积淀着岁月的
痕迹，有些作品甚至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凝
聚着家族的匠心传承。东嘎次仁希望能够
继续传承金铜工艺，培养更多的学徒，使这
一传统手工艺得以延续、发扬光大。

16岁的旦增伟色如今也跟着父亲东嘎
次仁开启了学徒之路，他按照父亲的要求，
白天上学，晚上学习绘画以及雕塑技艺。

“父亲一直是我的榜样，每当他做出一件作
品，获得一项荣誉，我都觉得非常自豪。”旦
增伟色说，他希望自己能够传承父亲的衣
钵，成为一名合格的金铜造像手工艺人，使
传统技艺薪火相传。

米玛央金介绍，近年来，西藏大学建立完
善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国家助学贷款等23项资助项目。据统
计，仅 2022 年学校发放的各项资助金达
2580.76万元，受助学生人数达9225人次。“学
校每年通过校内‘绿色通道’为家庭困难学生
先行办理入学手续，给予学生关怀的同时，激
励学生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米玛央金说。

据介绍，今年9月开学前，学校全面摸排
2023级新生中是否有孤儿、残疾、受灾等特
困生的情况，后期，学校将根据特困生个人的
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进行贫困等级认定，建立
西藏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库。学校设立了
勤工助学岗位，该岗位是资助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培养学生自强自立品格、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的有效途径。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学
费、住宿费减免，勤工助学工作岗位充分发挥
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读方面的积极作
用，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基本生活有保
障，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次央（化名）是2023届家庭困难学生中

的一员。年幼时父母就去世了，此后一直生
活在拉萨市雪堆白技工学校。虽然遭遇不
幸，但是在雪堆白技工学校工作人员和爱心
人士的悉心照顾与帮助下，自强不息的次央
没有放弃学业，今年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西
藏大学财经学院金融专业录取。

收到西藏大学录取通知后，次央开始为4
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发愁，这是一笔不少的
费用，该怎么办？这时，次央接到了西藏大学
学生工作部（处）工作人员电话，工作人员详
细介绍了学校各项资助体系和申报指南，并
为她开通入学“绿色通道”，解决了后顾之忧。

“报到那天，校党委书记亲自迎接我们，
他告诉我们要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把老师
和同学当成自己的家人，有困难找他们，当时
我非常感动，这给予了我莫大的勇气。目前，
我已经申请了贫困认定和奖助学金资助。”次
央说。

记者了解到，新生报到当天，学校为每一
位特殊学生发放了500元慰问金，此外，为使
特殊学生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学校还

为他们配备了“一对一”的指导老师，解决他
们的后顾之忧。

米玛央金介绍，2023年，西藏大学在校
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达 1911 人。
学校逐年加大对学业困难学生的关注力度，
出台学业困难学生帮扶办法，组织教师对学
业困难学生进行学业辅导。此外，还出台了

毕业生就业帮扶管理办法，建立教师与应届
毕业生一对一、一对多就业帮扶机制，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拓展就业
岗位渠道，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残疾人
毕业生、“零就业”家庭毕业生等特殊群体做
好重点帮扶，努力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

帮助上千名困难学生圆梦大学

去年西藏大学发放各项资助金超2580万元
近年来，西藏大学采取多种资助措施，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据统计，仅2022年，西藏大学发放的各项资助金达2580.76万

元，受助学生人数达9225人次，帮助上千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圆梦大学。据悉，今年，西藏大学共招录特殊学生30余名。那么，学校如何帮助这些
特殊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业上的困难呢？记者采访了西藏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米玛央金。 记者 德吉曲珍

金铜造像工艺美术大师东嘎次仁：

学艺先学德，做事先做人

走进位于拉萨市达孜区的西藏巴扎嘎实业有限公司，厂
房内就传来了“铛铛铛”敲打金属的声音，这里是刚被评选为

“拉萨工匠”称号的东嘎次仁的生产车间，他和徒弟们正全神
贯注地锤打、焊接、塑造着手中的金铜材料。出生于金铜造
像工艺世家的东嘎次仁，9岁开始跟随舅舅学习绘画和雕塑
技艺，正式成为家族技艺传承人，直到25岁自立门户。如今
42岁的东嘎次仁在传承路上走过了33个春秋，带过40多个
金铜造像手工艺人。此外，擦擦模具也是他始终坚守的雕刻
技艺。经过多年的坚守和努力，他荣获了“拉萨市工艺美术
大师”、第三届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等称号，他的作品
不仅是艺术的杰作，更是对工匠精神的完美诠释。

东嘎次仁从小耳濡目染金铜造像工艺
的精妙之处，他的舅舅看他对金铜造像工
艺有着浓厚的兴趣，便在他9岁时传授他
技艺，从此东嘎次仁踏上了学徒之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东嘎次仁一直跟
随舅舅学习了16年。“舅舅传授技艺非常严
格，白天学习雕塑，晚上学习绘画，作品稍
有不妥就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批评。当时我
觉得舅舅太严厉了，自己有时都想放弃。”
东嘎次仁说，“现在回想起来，舅舅对我严
厉是对的，金铜造像工艺容不得一点马虎，
正是因为舅舅严厉的教导，才有了我现在
的成就。”

在经历了漫长的学习后，东嘎次仁于
25岁正式出师，成为了一名独立的金铜工
匠。他回忆说：“当时舅舅有30多个徒弟，
因为我绘画技艺比较好，除了金铜造像工
艺外，舅舅还传授了我度量经、擦擦模具制
作等技艺。”在多年的学徒生涯中，东嘎次

仁觉得金铜造像工艺学习的不仅仅是技
术，更是工匠的耐心和诚信。

“在学习过程中，舅舅始终教导我们
要先学会做人再做事。由于行业的特殊
性，我们会接触到很多贵重的东西，比如
金银珠宝。在金铜塑像过程中，绝不能偷
工减料，更不能偷梁换柱欺骗客户，这是
工匠做事的根本原则，也是做人的原则。”
东嘎次仁说，这些年，跟随自己学习的徒
弟有 40 多个，学习时间最长的已有 10
年。在日常教学中，他始终牢记舅舅的教
诲，秉持着同样的教育原则——学艺先学
德，做事先做人。

“我跟师父学艺7年多了，一开始师父
就教导我们学艺先学德，做事先做人。学
手艺要细心耐心，一件艺术作品需要慢慢
打磨，人的心智也需要慢慢历练。今后我
会继续努力，像师父一样，为传承传统手工
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学徒晋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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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车间里，记者看到东嘎次仁的
徒弟手上戴着厚重的手套，目不转睛地用
工具修饰和润色着手中的作品，以确保每
一件作品都能达到最好的品质标准。“雕塑
铜像，首先要用泥塑做好样品，再用铜做好
模型，一件铜器需要经历选材、锻打、火烧、
焊接、打磨、抛光等十几道工序。西藏的雕
塑在技法上除了一般的铸、雕、提、包、镀、
嵌等外，还采用了敲击法，做工独特精细，
是高原工艺的重要体现。”东嘎次仁说，一
个80厘米的铜像，通常需要两名工匠花费
超过两个月的时间完成，而对于一个高度
17米，还需要庞大底座支撑的铜像，则需要
十几名工匠耗费一整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制作过程中，仅雕凿工具就有100多种，

铜像上每1毫米的地方，都需要工匠反复敲
打数十次。

除了制作金铜作品，东嘎次仁还有
一项引以为傲的技艺——设计制作擦擦
模具。这一技艺不仅难度极大，而且市
场相对狭小。“舅舅有30多个徒弟，我的
雕刻和画画是最优秀的，所以制作擦擦
模具的手艺舅舅只传授给了我一人。”东
嘎次仁自豪地说。传统擦擦模具制作复
杂，包括剪切、铸造、錾刻和最后的加工，
每一步都要有极高的技术和耐心。近年
来，东嘎次仁设计制作了近 20 枚擦擦模
具，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在东嘎
次仁的家族展览馆中也收藏了七八种他
制作的擦擦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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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记者 张雪芳
实习记者 权文娟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

时代，是逐梦人的时代，

更是实干家的时代。在

一代又一代人言传身教

中，工匠精神薪火相传，

构筑起劳动光荣的社会

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

风气。

10月9日，首届“拉

萨工匠”揭晓，共有6人

获此殊荣。他们用坚

持、创新、奋斗诠释了新

时代“工匠精神”！即日

起，本报特别推出“‘匠

心筑梦’在拉萨”栏目，

带您走近他们的工作和

生活，近距离感受他们

的创意与情感碰撞的火

花，共同见证他们用匠

心书写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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