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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白胡子老爷爷
出场了！”9 月 22 日上午，琼结县
拉玉乡白那村小学生洛桑扎西，
兴奋地指着舞台说道。田间舞台
上，一位年近 80 岁的老人目光坚
定 、步 伐 矫 健 ，带 领 一 群 年 轻 人
唱、跳、说唱、击鼓。

当天，在山南市琼结县拉玉
乡强吉村，2024 年西藏“中国农
民丰收节”琼结县主会场开幕式
精彩上演。老人带队压轴登场，

表演琼结久河卓舞，礼赞丰收中
国，祝福国泰民安。奔放的舞姿、
震撼的鼓点，瞬间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赢得阵阵喝彩。

老人名叫尼玛，出生于 1945
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卓舞（琼结久河卓舞）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卓 舞 被 称 为 西 藏 的“ 腰 鼓
舞 ”，距 今 已 有 近 1300 年 的 历
史。虽然年事已高，但尼玛仍亲

临舞台、亲力亲为，让更多人能够
观看、了解、欣赏琼结久河卓舞这
一文化瑰宝的魅力。

本次活动开幕式以田地为大
舞台、以村庄为背景板。演出中，
尼玛担任“卓本”（领舞者）角色，
协调着整个团队 11 人的舞蹈动
作和节奏。

舞者腰间挂一面彩色皮鼓，
手持两把弯钩鼓槌，随着律动敲
击鼓面，并翩翩起舞，动作由慢渐

快。慢时场面庄重肃穆，快时景
象热烈奔放，高潮时鼓点如激流
奔涌、身姿如万马奔腾……高高
甩起的发辫、飞舞旋转的褶裙、挥
动摇转的鼓槌，让演出现场洋溢
着极致的艺术美感和欢乐氛围。

“我对卓舞有着深厚的感情，
对我来说，没有比跳卓舞更好的
事了，我会一如既往地把卓舞传
承 和 发 扬 下 去 。”演 出 圆 满 完 成
后，尼玛激动地说道。

尼玛从 9 岁开始学习琼结久
河卓舞，这一跳便是 70 年。斗转
星移、沧海桑田，曾经的农奴翻身
把歌唱，成为保护、传承、发展和
共享民族文化的主人翁，书写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崭新篇章。

多年来，尼玛先后培养了 80
余名徒弟。他言传身教，手把手
规范学员的每一个动作；他以身
作则，为晚辈后生树立起学艺、做
人的榜样。

在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下，琼
结久河卓舞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
机活力，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
丰富农牧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闪 耀 在 区 内 外 各 类 文 化 文 艺 场
合，获得广泛赞誉。

图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卓舞（琼结久河卓舞）代表性传承
人尼玛，带队登台演出，礼赞丰收
中国。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本报讯（记 者 格桑伦珠）为 深 入 学 习 宣 传
“ 时 代 楷 模 ”卓 嘎 、央 宗 姐 妹 的 先 进 事 迹 ，充 分
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和农
牧民群众学习模范、争当先进，9 月 23 日，拉萨
市曲水县南木村开展了卓嘎、央宗姐妹守土固
边 先 进 事 迹 宣 讲 学 习 会 。 驻 村 工 作 队 、村“ 两
委 ”班 子 成 员 、各 组 支 部 书 记 、各 组 长 、人 大 代
表 、政 协 委 员 、双 联 户 代 表 以 及 群 众 代 表 等 共
计 4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 宣 讲 活 动 中 ，南 木 村 基 层 骨 干 宣 讲 员 扎
西 平 措 用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详 细 地 讲 述 了 卓
嘎 、央 宗 姐 妹 在 边 境 地 区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不 惧
艰苦环境，始终坚守祖国领土的生动故事。她
们在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这个边境之地，用行
动诠释着对祖国的忠诚，坚定地守护着祖国的
每一寸土地。扎西平措重点解读了卓嘎、央宗
姐妹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
精神以及对家园的坚守精神。村民们在聆听的
过 程 中 深 受 感 动 ，被 卓 嘎 、央 宗 姐 妹 的 坚 持 和
爱 国 情 怀 所 震 撼 。 大 家 纷 纷 表 示 ，要 以 卓 嘎 、
央 宗 姐 妹 为 榜 样 ，学 习 她 们 始 终 为 党 分 忧 、恪
尽职守的担当精神和崇高的爱国守边精神，以
实 际 行 动 爱 国 、护 家 ，为 村 里 的 和 谐 稳 定 和 边
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 次 宣 讲 学 习 会 ，不 仅 让 广 大 党 员 和 农 牧
民群众深刻感受到了卓嘎、央宗姐妹的先进事
迹和崇高精神，还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
情和守土固边意识。南木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 ，持 续 加 强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引 导 广 大 党 员 和
农牧民群众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和边疆建设的
伟 大 事 业 中 ，共 同 为 守 护 神 圣 国 土 、建 设 幸 福
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拉萨 9 月 24 日讯（记 者 彭琦）为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 ，充 分 发 挥 退 役
军 人 示 范 教 育 作 用 ，近 日 ，由 自 治 区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 主 办 ，自 治 区 老 兵 宣 讲 团 主 讲 的“ 老 兵
永 远 跟 党 走 —— 老 兵 宣 讲 ”实 践 活 动 首 场 宣
讲 在 西 藏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顺 利 举 行 。

此 次 宣 讲 邀 请 两 名 自 治 区 老 兵 宣 讲 团 成
员 就 爱 国 主 义 、形 势 政 策 、退 役 军 人 创 业 就
业 、固 边 兴 边 等 内 容 进 行 宣 讲 。 宣 讲 受 到 师
生 热 烈 欢 迎 ，现 场 气 氛 活 跃 。 听 过 宣 讲 后 ，学
生 纷 纷 表 示 ，对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以 及 广 大 现
退 役 军 人 的 现 状 有 了 更 多 了 解 ，当 下 要 心 怀
祖 国 努 力 学 习 ，增 长 本 领 报 效 国 家 。

据 悉 ，实 践 活 动 通 过 大 力 挖 掘 退 役 军 人 自
立 自 强 、勇 于 拼 搏 的 事 迹 ，以 典 型 事 迹 动 员 和
激 励 广 大 退 役 军 人 不 忘 初 心 、奋 发 有 为 ，以 实
践行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防和军队建
设 ，进 一 步 营 造 关 心 国 防 、尊 崇 现 退 役 军 人 的
浓 厚 氛 围 ，让 关 心 国 防 、热 爱 国 防 建 设 国 防 、
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共识。此外，实践活动还
将进入机关、社区、企业、军营等地开展宣传。

本报巴宜电（记者 谢筱纯 王
珊）近日，巴宜区在工布公园莲花
广场举办第 34 个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月集中宣传日暨广东援藏 30
周年活动。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
然，各族群众自发前往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创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区签名墙前执笔留
名、郑重承诺，用实际行动表达维
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决心和投
身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的信心，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
的 12 家单位，通过摆设展板、悬

挂横幅、发放宣传品、现场讲解等
形 式 ，面 对 面 向 群 众 解 疑 答 惑
600 余人次，发放宣传册、宣传品
1.1 万余份，吸引各族群众 1800
余人驻足观看，为推进巴宜高质
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凝聚
了强大精神力量。

活动期间，对近三年来巴宜区
涌现的 15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和 20 名模范个人进行了表彰，
号召全区上下向模范单位、模范典
型学习，广泛动员全区各族干部群
众积极投身模范区创建。

在去年成功举办第一届“花

开巴宜美·舞动中华情”广场舞比
赛的基础上，今年巴宜区各单位、
乡镇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生动实践，广泛收集各族群众
守望相亲、手足情深的故事素材，
充分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大力
推动各民族文化互鉴交融，精心
创作了一批广场舞、锅庄、歌曲、
小品等，在第二届的舞台上，16 支
参赛队伍依次登台亮相，用欢快
的音乐、优美的舞姿，共同舞出新
时代幸福生活的最美姿态，让现
场的观众目不暇接，掌声不断，经
过激烈角逐，布久乡锅庄队和爱

心康乐队 2 支参赛队伍分别荣获
锅庄舞、广场舞大赛冠军。活动
在寓意团团圆圆、相亲相爱的百
人大锅庄中圆满结束。本次活动
所有奖品全部由广东省第十批援
藏 工 作 队 巴 宜（东 莞）工 作 组 提
供，奖品总价值 19.8 万元。

本次集中宣传日活动，进一
步弘扬了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唱响了民族团结进步大合唱，在
丰富我区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的同时，展示了各族人民群众
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奋斗的精
神面貌。

■本报记者 汪纯

八旬老人舞金秋 千年“非遗”贺丰收
——西藏“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开幕式节目《久河卓舞》特写

林芝市巴宜区

举办第 34个民族团结宣传月集中宣传日暨广东对口援藏 30周年活动

“老兵永远跟党走——老兵

宣讲”实践活动顺利举行

曲水县南木村

弘扬卓嘎央宗姐妹事迹

激发守土固边热情

近日，拉萨市儿童福利院组织医务工作人员前往宗角禄康公园开展“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为老人、
儿童免费提供健康指导、医疗诊断、用药咨询等服务。

图为福利院的医务人员在为一位老人把脉。 本报记者 常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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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宣讲会现场。 记者 彭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