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雪域
2024年 9月 5日 星期四

主编：杨念黎 责编：央拉 云丹卓玛 美编：胡笙 实习生：沈雨秋5 邮箱：xzrbzks@163.com

八 廓 古 城 ，距 今 已 有 1300 多 年

的 历 史 。 截 至 目 前 ，八 廓 古 城 内 共

有 56 座古建大院，有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 8 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处 。 行 走 在 拉 萨 八 廓 街 ，一 砖 一

瓦 间 不 仅 能 够 感 受 到 历 史 的 沧 桑 ，

也能感受到西藏古老文化在传承中

焕发的新生机。

走进拉萨八廓街，周边的藏式特

色建筑，琳琅满目的民俗风情商品，

络绎不绝的游客，共同组成了独特的

风景。商业与人文并存，传统与现代

交织，如今的八廓街已成为独具民族

特色和魅力的传统文化街区。

历经千年的八廓街能够保持传

统风貌且繁华依旧，离不开相关部门

对古城保护的重视和投入。而随着

相关部门保护力度的加大，公众也对

古建筑保护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提高了人们的古建筑保护意识。

“我家两代人都居住在老城区冲

赛康社区，以前社区内的基础设施比

较落后，出行很不方便。2012 年，拉

萨市正式启动老城区保护工程，对社

区内给排水系统、电力线路等进行了

改造。经过修缮保护整治，古院实现

了从脏乱差到整洁干净的改变，居民

的生活品质随之‘提档升级’。”居民

次央说。

近年来，八廓古城管委会严格按

照“保护为主、修旧如旧、复古如古”

的原则，实施古建筑修缮，并立足旅

游资源，通过文旅融合宣传展示八廓

古建大院的历史风貌、文化底蕴和独

特魅力，让古建筑焕发新生机。

“95 后”藏族小伙丹特在这里开

了一家名为“森厦”的咖啡店。一杯

咖啡，一本书，咖啡的香味弥漫在空

气 中 ，让 这 座 古 院 焕 发 出 新 的 活

力 。“ 咖 啡 店 生 意 特 别 好 ，我 经 常 会

给顾客讲述大院的故事。我从小就

在这里长大，大院见证了我的成长，

我 也 见 证 了 大 院 的 变 化 。”丹 特 说 。

古建大院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

事 ，它 曾 鲜 为 人 知 ，而 现 在 ，一 杯 咖

啡 却 重 新 打 开 了 古 建 大 院 的 大 门 ，

迎接八方来客。

有人说，八廓文物多，不可移动

的古建筑更多，要想真正地保护，得

靠生活在古建附近的居民，让“人”的

因素参与进去，才能真正使古建筑永

葆生机活力。如今，古建大院所独有

的历史印记、原始风貌，与民宿、咖啡

店、文创店等现代元素融为一体，成

为拉萨旅游文化的新名片和展现当

地居民幸福生活的窗口。

本报巴宜电（记者 谢筱纯）今年

以来，林芝市朗县立足山水人文资源

优势，创新引入“定制旅行”模式，积

极推广以冲康庄园、千年核桃林等为

主要景点的冲康景区。

位于朗县朗镇冲康村的冲康庄

园 被 列 为 自 治 区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在当地精心保护下，庄园至今仍保留

着当时的风貌。庄园斜对面就是绿

树成荫、风景宜人的千年核桃林。历

史建筑、核桃林、民俗体验等多元化

内容吸引着无数游人。

为 了 进 一 步“ 活 化 ”历 史 建 筑 ，

有 力 推 动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促 进 文 旅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朗 县 积 极 求 变 ，

以“ 定 制 旅 行 ”为 突 破 口 ，推 动 朗 县

旅 游 开 发 经 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与 林

芝 市 朗 县 大 麓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深 入 合 作 ，设 计 推 出 以 冲 康 景

区 和 农 家 体 验 为 重 点 的 多 样 化 旅

游 线 路 ，涵 盖 历 史 文 化 、自 然 风 光 、

民 俗 风 情 等 多 个 方 面 ，进 一 步 契 合

消费者需求。

“朗县县委、县政府大力推动旅

游 业 发 展 。 基 于 朗 县 良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我 们 认 真 挖 掘 本 地 文 旅 资

源 ，通 过 抖 音 、小 红 书 、微 信 公 众 号

等 媒 体 平 台 对 冲 康 庄 园 等 景 点 进

行 不 定 期 宣 传 ，提 高 游 客 参 团 率 。”

林 芝 市 朗 县 大 麓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地 接 负 责 人 杨 敏 说 ，今 年 以

来 ，朗 县 定 制 游 产 品 的 客 源 地 主 要

是 香 港 、广 东 、上 海 、江 苏 等 地 ，定

制 游 需 求 量 不 断 上 涨 ，呈 现 良 好 的

发展趋势。

“其实很多游客对当地历史建筑

和民俗体验比较感兴趣，所以今年这

条旅游线路刚推出时，就广受历史人

文爱好者的关注。据我们所接收到

的 反 馈 ，大 家 都 认 为 这 条 线 路 非 常

好，特别是在历史人文方面，单是冲

康庄园这一个点就已经能让来自五

湖四海的游客更深入地了解西藏、了

解朗县了。”阿杰旅行自驾游领队景

嗣钧说。

朗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多措并

举不断丰富历史建筑和民俗体验的

内容，推动实现“旅游+”“+旅游”大

格局。

拉萨八廓古城:

守护非遗文化 激发时代新韵
本报记者 央金

林芝市朗县

引入“定制旅行”模式 积极推广冲康景区

本报洛扎电（记者 丹增平措）近

日，山南市洛扎县文化局主要负责同

志带队前往辖区分布野外文物的 6 个

乡镇开展 2024 年度洛扎县野外文物

看管工作业务培训。

期 间 ，培 训 人 员 用 通 俗 易 懂 的

语言详细解读 2024 年度洛扎县野外

文物看管工作目标任务和洛扎县野

外 文 物 看 管 人 员 业 绩 考 核 实 施 内

容，听取各乡镇、村（居）和野外文物

看 管 人 员 的 意 见 建 议 ，各 单 位 及 看

管人员签订 2024 年度野外文物看管

工 作 责 任 书 ，进 一 步 加 强 全 县 野 外

文 物 保 护 工 作 队 伍 建 设 和 管 理 ，明

确有关部门及野外文物看管人员的

工 作 职 责 ，切 实 增 强 基 层 文 物 保 护

工 作 人 员 的 法 律 意 识 、工 作 能 力 和

业务水平。

山南市洛扎县

开展野外文物看管工作业务培训

初秋，自山南市往东南方向，沿着雅鲁藏布江驱车行驶

不到半日，两岸群山上的树木越来越青葱，气候越来越湿润，

随行的记者热得脱掉了外套，敞开了车窗，迎面便吹来了一

股暖风。领队队长大声讲到：“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千年核

桃林之乡，加查！”

核桃木制成的木碗是藏族

群众广泛使用的木质餐具，在西

藏 ，加 查 木 碗 的 知 名 度 也 很

高。木碗在西藏人民生产生

活、重大节日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木碗的外观设计、木材质

量、耐久度以及碗边镶银的技

术等决定着木碗的最终品质，

品质较高的木碗甚至可以一代

代相传。加查木碗以其质地结

实、不易破裂、花纹美观而闻名。

加 查 木 碗 的 制 作 工 艺 已

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加查县冷达乡

嘠玛吉塘村村民桑珠在 2017

年获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嘠玛吉塘木碗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近年来，加查县依托核桃

林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农林旅

游景区。走进加查县热果村，

大片大片的核桃林，沿着农田

的边缘茁壮生长，或隐或现的

藏式民居，嬉戏玩闹的孩童和

核桃林的鸟语花香，共同形成

了闲适宁静的美丽乡村景观，

特别符合如今生活快节奏的

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

加查县为了吸引更多的游

客，推动当地居民依靠旅游增

收致富，统一规划完善热果村

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扶持村

民开设乡村旅游民宿和旅馆，

沿着核桃树的分布位置修建生

态走廊以供游客闲庭信步，极

大地提升了旅游的舒适度。

核 桃 树 在 西 藏 文 化 中 有

长寿和幸运的象征，千年核桃

林和加查人民在漫长的岁月

里互相哺育，共同成长，正是

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共

同发展的关系让加查县的核

桃林经济快速发展，让加查县

的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让

加查不辜负“千年核桃之乡”

的美誉。

世
界
最
大
规
模
的
核
桃
林

古
树
参
天

生
态
农
旅
迸
发
新
活
力

田
野
诗
篇

非
遗
木
碗
的
工
艺
之
美

雕
刻
时
光

加查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

市东部，邻近林芝市，气候湿润，给

加查县的植被创造了良好的生长

环境，其中久负盛名的便是加查县

的千年核桃树。加查县的核桃树

种植面积达到 30.67 平方千米，现

有核桃古树 3600 余株，分布于安

绕镇、加查镇、拉绥乡、冷达乡的 24

个村落，形成独具高原特色的生态

农林景观。加查核桃以其皮薄、个

大、肉质香醇甜润而著称。

加查县核桃林在 2023 年获得

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千年核桃林”

的世界纪录认证，成功为加查核桃

产业化品牌化进一步赋能。

对于加查县安饶镇的村民来

说，核桃林是大自然对他们的馈

赠，核桃林的生长也与他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近年来，加查县紧紧围

绕核桃林经济，统一部署加查核桃

林的发展，制定《加查县核桃产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投入资金支持

核桃深加工改扩建项目，引进先进

的核桃油、亚麻酸油、核桃肽等深

加工生产线，实现核桃产品的多样

化和品质升级。

此外，加查县以科技援藏为契

机，从区外邀请知名的核桃研究专

家，对现有的核桃种子进行整理，将

加查核桃种子录入国家种子数据

库，积极推行产研合作模式。加查

县通过向本地居民进行核桃树的价

值宣传、科普核桃树的种植培育和

保护方法、大力扶持本地核桃相关

企业等方式，使得人们的生活紧紧

围绕核桃林的生长而实现致富。

“正是西藏人民这种亲近大自

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使

得加查核桃林能够大规模存在且

生长千年，现在的核桃林也切切实

实地回馈了抚育它的加查人民。”

湖南省科技援藏人才、长江大学核

桃科技特派团的刘利平博士说。

刘 利 平 博 士 所 在 的 团 队 自

2020 年在加查县创建长江大学西

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以来，完

成 3000 余株百年以上古核桃树的

普查挂牌工作，并攻克高原核桃

的 嫁 接 技 术 ，嫁 接 成 活 率 超 过

80%。 此 外 ，研 究 所 还 筛 选 出 80

余份优异种质资源，为下一步的

嫁接繁育实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图为洛扎县野外文物看管工作业务培训会现场。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摄

加查千年核桃加查千年核桃

树上的青皮核桃树上的青皮核桃。。

加查县的核桃树加查县的核桃树。。

老人孩童在古核桃树的树荫下休息老人孩童在古核桃树的树荫下休息。。

加查县冷达乡嘎玛吉堂村的非遗木碗加查县冷达乡嘎玛吉堂村的非遗木碗。。

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制作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制作

的千年核桃树的千年核桃树““身份证身份证”。”。

自然美景与文化传承自然美景与文化传承的交的交融融
—探秘千年核桃林

图/文 本报记者 顿珠扎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