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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饰品热销
“龙元素”吊坠受追捧
2月3日，记者在拉萨市林廓北路

附近一家金店看到，带有龙元素的各
类黄金饰品摆在柜台显眼位置，不少
市民正在选购。市民胡女士告诉记
者：“孩子属龙，我想给她买个龙元素
的吊坠，之前逛了好几家店，都没有找
到心仪的样式。今天带着孩子过来，
让她自己挑挑看。”经过几轮挑选，最
终胡女士给孩子购买了一个样式简洁
大方的龙形吊坠，“这个吊坠款式不
错，价位也合适。最重要是孩子自己
挑的，她喜欢就好。”

销售人员央宗介绍，从去年12月
中旬起，进店消费人数明显增多，也有
不少顾客通过微信等线上渠道下单，
店里的销售额持续上升。“今年是龙
年，顾客们都很喜欢含龙元素的金饰，
尤其是龙形吊坠、转运珠等，价格大多
在1000元至3000元不等。目前，有几
个款式新颖的吊坠都卖断货了，正在
补货当中。”央宗告诉记者，“目前金价
在600元/克左右，为了回馈消费者，我
们店今年1月份就推出了促销活动，顾
客购买黄金饰品可以享受满赠活动，
也可以按件打折，活动力度很大，也很
受顾客的欢迎。”

藏式珠宝走俏
璀璨夺目、独具风格

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全国连锁金
店外，拉萨本地的藏式珠宝店内也是
人头攒动。近日，记者来到藏式珠宝

店较为集中的宇拓路，走进一家藏式
珠宝店，戒指、耳环、手镯、项链整齐地
摆放在展柜里，店内除了纯金饰品外，
以珊瑚、绿松石、翡翠、猫眼石、钻石、
珍珠为缀的藏式珠宝璀璨夺目、独具
风格，受到了很多本地老百姓的青睐。

记者了解到，今年，带有红珊瑚、
珍珠、碧玉的女款戒指较受欢迎，单件
价格在2000元至4000元不等，男士更
倾向于黄金项链和克数较重的宽面黑
宝石戒指。除了成品首饰外，定制首
饰也非常受欢迎。宇拓路的一家珠宝
店内，顾客围坐在柜台前挑选着心仪
的样式，老板还专门制作了首饰图册，
将各类首饰的重量、样式、价格、折扣
都标注清楚，方便市民挑选。

柜台后方，老板扎西正对着一个
戒指敲敲打打，经过细心打磨，一个崭
新的戒指逐渐成型。市民旺姆告诉记
者，几年前买的这款金戒指，款式有些
老旧了，就想趁着年前拿到金店重新
加工，换个现下时兴的款式。“老板的
手艺很好，价格实惠，做出来的新戒指
样式很好看，我很喜欢。”旺姆说。

扎西介绍，定制饰品上的宝石可
以在店内选择，也可以由市民自己提
供，首饰的加工费不等，每件在100元
至1500元之间。

新年添新花
花市“升温”年味浓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
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选购的物品也
更加注重雅观和品位，花卉就成了家
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装饰。春节、藏历

新年日益临近，拉萨花卉市场迅速升
温，蝴蝶兰、仙客来、长寿花等具有美
好寓意的花卉盆栽最受欢迎。

记者走进拉萨太阳岛花卉市场，只
见鲜花争相吐艳、绿植郁郁葱葱，浓浓
的年味令人心旷神怡，满眼都是欢喜愉
悦。不少市民在市场里走走停停，选购
心仪的鲜花盆栽装扮居室，营造节日气
氛。“快过年了，准备给家里添置几盆花
卉，增添一点喜气。”市民普赤精挑细选
了两盆长寿花，满意地告诉记者，“长寿
花名字寓意很好，花朵颜色又很喜庆，
家里人都比较喜欢。”

“十里花香店”的魏老板正忙着给
顾客打包花卉，他告诉记者，从元旦开
始，店里就开始为春节、藏历新年大量
备货，蝴蝶兰、长寿花、仙客来、杜鹃等
花卉进货比较多，卖得也很好。“我们
店里花卉绿植的性价比很高，种类丰
富，价钱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顾客的
选择面也比较广。春节、藏历新年期
间是鲜花绿植销售旺季，店里的销售
额逐渐攀升，原本我们还在发愁有些
花卖不掉怎么办，好在这几天年宵花
和绿植的销量明显见长，生意越来越
好了。预计再过几天，拉萨的花卉市
场会达到销售高峰。”

除了花卉绿植迎来销售旺季外，
造型逼真、五颜六色的假花也广受欢
迎，其中绢花深受消费者青睐。“我觉
得绢花常开不败，装饰居室的效果比
真花好，还不用浇水、施肥，又省力
气。”市民玉珍说。据悉，今年年货市
场上主打的绢花有牡丹、郁金香、百
合、绣球花等。

拉萨黄金珠宝店生意火爆
花卉市场一派繁忙

黄金珠宝璀璨夺目、盆栽花卉姹紫嫣红。随着春节、藏历新年的临近，
拉萨大街小巷年味儿十足，节日氛围已然拉满。过年是黄金珠宝饰品的销
售高峰期，记者走访了解到，拉萨部分珠宝品牌在节前推出促销活动，吸引
消费者前来选购，其中最受追捧的当属含有龙元素的转运珠、吊坠以及藏式
戒指、耳钉等。同时，拉萨花卉市场内蝴蝶兰、仙客来、长寿花等具有美好寓
意的花卉盆栽深受欢迎，各类造型逼真、五颜六色的假花也逐渐成为年货市
场的“新宠”。 文/图 记者 娄梦琳 央金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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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梅朵”盛开在每家每户

探访桑木村“罗萨梅朵”制作技艺
临近春节、藏历新年，大

街小巷随处可见拿着“罗萨梅
朵”喜悦而归的人们。“罗萨梅
朵”也被称为“新年花”或“藏
年花”，是经过染色的麦穗花
卉，过年时插到盛满糌粑和青
稞的“切玛盒”上，寓意着新的
一年是美满、丰收的幸福年。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桑木村的
人们一直传承着“罗萨梅朵”
的染色技艺，2018年，“罗萨梅
朵”染色技艺被列入拉萨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春
耕、夏耘、秋收到冬天的染色、
晾干、捆绑，再到售卖，用时一
年终迎绽放的“罗萨梅朵”在
新年承载着美好的祝愿和对
未来的寄托，“盛开”在西藏各
族群众的家里。

记者 次吉 旦增玉珍

桑木村“罗萨梅朵”
颜色正品质好销量高

1月 30日早上9点半，记者来到拉萨
市堆龙德庆区桑木村。染色、晾干、捆绑
……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村民央金和
其米卓嘎聊着家常，不时仰天大笑，但手
上动作不减分毫，一会儿工夫就摞起一大
把捆好的“罗萨梅朵”。“小时候我们是看
着父母做，那时候只会帮他们捆绑。后
来，经常看着父母染色，耳濡目染，很快也
就学会了。”今年60岁的央金和63岁的姐
姐其米卓嘎从小就开始接触这项技艺，已
有50余年。

记者了解到，央金、其米卓嘎与强珍
（其米卓嘎的女儿）3家人租了5亩地。每
年春秋，各家的孩子负责播种、收割，随后
央金、其米卓嘎负责染色、捆绑，强珍负责
售卖。“我记得小时候‘罗萨梅朵’的颜色
并不多，只有玫红色，但是现在颜色越来
越多了，就像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央
金说。

每天早上天还未亮，强珍就会带着家
里制作好的“罗萨梅朵”，前往拉萨市区售
卖。她告诉记者，新年前是全村人最忙碌
的时候，也是自己和家人最忙碌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7点半出发，晚上9点左右回
家。我们村的‘罗萨梅朵’口碑好，所以销

量也挺好的。”强珍笑道。
“罗萨梅朵”是央金家的

主要收入来源，这段时间，3
家人卖“罗萨梅朵”卖了近4

万元。“批发价是2元一捆，零售价是5元
一捆，我们的‘罗萨梅朵’颜色、品质都很
好，销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1000多元，
销量一般的时候也有四五百元。”央金说。

桑木村将“罗萨梅朵”
染色技艺传承至今

“每年，我们都会染一整间房的麦
穗，你看现在都只剩一半了。”桑木村村
民巴桑打开房门，指着未染色的麦穗告
诉记者，今年自己已经卖了近 4 万元的

“罗萨梅朵”，这些钱在陆续购置年货后
还剩近2万元。

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巴桑和普布卓嘎
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起灶、开火、烧水，
将各色颜料倒入开水中搅拌，再将麦穗放
入沸腾的锅中浸泡、拿出，再浸泡、再拿
出，重复几遍后，原本素净的“罗萨梅朵”
变得多彩起来。

桑木村距离拉萨城区不到15公里，在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罗萨
梅朵”染色技艺却传承至今。今年52岁的
巴桑从20岁起就在做“罗萨梅朵”，“罗萨梅
朵”是她和村里人一直坚守和传承的技艺，
也是生活不断向好的积淀。2018年，“罗萨
梅朵”染色技艺被列入拉萨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这让巴桑很是欣慰。

从春耕、夏耘、秋收到冬天的染色、晒
干、捆绑，再到售卖，用时一年终迎绽放的

“罗萨梅朵”在新年承载着美好的祝愿和
对未来的寄托，“盛开”在西藏各族群众的
家里。“我们每年春天播种、浇水施肥，秋

收后，再将麦穗晒干保存好。冬天开始采
购用来染色的颜料和捆扎用的毛线绳，然
后染色、晾晒，制作‘罗萨梅朵’。虽然很
辛苦，但这是我们村的一项技艺，是传统
文化，我们要传承，我们的子孙也会传承
下去。”巴桑说。

“罗萨梅朵”染色技艺
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每年12月，桑木村处处皆是“罗萨梅
朵”。村民将染好色的“罗萨梅朵”捆绑起
来，挂在院子里的铁丝上，或房前屋后的
横木上。远处是一座座覆盖了皑皑白雪
的山，近处是五彩缤纷的“罗萨梅朵”，绘
就一幅冬日里的美丽画卷。

每到新年前夕，走在拉萨的大街小
巷，随处可见售卖“罗萨梅朵”的摊点，顾
客将刚买到的“罗萨梅朵”小心翼翼捧着、
举着，满脸喜悦，满载而归。这一幕幕场
景，让洛桑土旦十分感动。

洛桑土旦是桑木村的村长，他告诉记
者，桑木村共有150余户500余人，“罗萨
梅朵”染色技艺显著提升了大家的收入水
平，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桑木村村民来说，

“罗萨梅朵”不仅仅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代
一代传承下来的美好祝愿与期望。

有人说，北方的冬天是萧条的，南方
的冬天是阴冷的。而西藏的冬天五彩斑
斓，因为西藏有属于自己的“罗萨梅朵”。
这一捆捆缤纷多彩的“罗萨梅朵”，象征着
西藏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情和追求，
更是多姿多彩幸福生活的绝佳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