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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眼的民俗服饰，神秘的民间传说，灵动
的十二生肖，壮美的山河风光……走进大通
县县城姜有存的家里，一幅幅精美且各具特
色的河湟剪纸作品映入记者的眼帘。

剪纸，一项距今有1500多年历史的传统
技艺，在传入青海地区后，焕发出了新的光
彩。青海人民结合河湟文化，创造出独具高
原特色的河湟剪纸。2006年河湟剪纸被列入
青海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
件件剪纸作品中，浓缩的是河湟地区人们丰
富多彩的生活和多元的民族文化。

剪纸技艺成为专职事业
姜有存出生在一个“剪纸世家”，家中从

外祖母那代便开始接触剪纸，到她已是第四
代传承。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她对传统剪纸
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或许是环境熏陶，或
许是天赋使然，八九岁时，她就开始跟着家中
长辈学习剪纸，刚开始，她试着跟母亲学习剪
祖上传下来的图样，后来，她跟随青海民间剪
纸大师王凤英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开始剪制
一些大型纹样，慢慢剪出了自己的感觉。

采访过程中，姜有存一边剪一边向记者
讲述着，手中红纸翻飞，几下就剪出一个“福”
字来。一张普通的红纸和一把剪刀，在她的
手中就像有了生命。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剪纸是一门好上手的
技艺，其实不然。剪纸艺术中包含的门道可一
点不少。复杂纹样的剪纸需要先去构图，用铅
笔打底稿，勾勒出人物、风景的大样，然后再去
剪制。剪纸还分为多种类型，像折叠剪、平剪
等，还分为镂空、毛刺等多种技法。根据不同
的纹样，需要选择不同的技法。“比如我们剪花
瓣或是动物毛发，如果不用毛刺的技法去‘点
睛’，那它的灵动感就会显得不足。”姜有存说。

2004年，姜有存成为了一名专职剪纸人，
随着经验日渐丰富，她开了一个工作室兼顾
剪纸和刺绣。工作室吸纳了不少周边村庄的
妇女，姜有存为她们进行培训。近几年，许多
年轻人都选择去外地、进园区打工，留在家中
的妇女常常由于要顾及家中的大小事而无法
出去工作。“在我这里培训学习手艺后，在家
里就能接剪纸和刺绣的订单。不仅能照顾家
事，还能挣到钱，她们也算是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姜有存说。

传统剪纸融入时代元素
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让姜有存对剪纸

这门技艺的传承有了全新的思考，她说：“要
想留住这门艺术，不仅要提升技艺，更需要在
题材上创新。”在她母亲那个年代，更多的是
围绕山水花鸟、飞禽走兽等题材进行剪制，同
时，受制于材料，较软的纸张让裁剪过程中很
容易出现破损，因此只能剪一些传统的小型
纹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剪纸材料的质感
变得越来越好，能剪的纹样也越来越丰富。
她的作品也逐渐开始顺应时代、反映生活。

姜有存介绍，除了传统题材，民族文化、
民俗生活、民间传说等，都可以进行剪制。“有
些客人要求要剪个头像、或是全家福等私人
订制的系列，我也能剪制出来。”

不仅如此，她还结合青海多民族省份的
特征，剪了不少以石榴籽家园、民族团结等为
主题的作品，创作了10幅以环湖赛为主题的
剪纸作品，该系列作品还参加了国展。姜有
存说，她希望能将当今的时代特色融入剪纸
中，让这门艺术更好地传承下去。

创新剪纸推动文化传承
非遗要发展，关键还是要传承。
如何让剪纸这门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这是姜有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除了创新之
外，她还有意识地引导自己的孩子接触剪

纸。两个女儿在姜有存的影响下，从7岁就开
始尝试剪纸。如今，两个小姑娘已经能够独
立剪出十二生肖等作品，手艺越来越好，兴趣
也是越来越浓厚。

姜有存不仅经常受邀前往社区进行剪纸
培训，还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在大通的各
个中小学、西宁的大学乃至老年大学，都能见
到学习剪纸的身影。“孩子们学习剪纸的兴趣
可大了！现在学校都很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
好多学校还成立了剪纸社团。”姜有存认为，随
着剪纸艺术不断深入校园，走进课堂，从小培
养优秀学员甚至是剪纸传承人成为了可能。

临近龙年春节。采访结束时，姜有存特
地向记者展示了她近期剪制的形态各异的

“春”字和“龙”的纹样，有的卡通可爱，有的大
气磅礴，她说，这几年来，随着非遗文化的推
广和普及，有更多人喜欢上了河湟剪纸，源源
不断的订单就是最好的证明。

记忆中儿时的剪纸时光，在姜有存心里
埋下了一颗种子，如今，小小的种子已然长成
了参天大树。 （实习记者 李静）

河湟剪纸诉说“非遗”现代魅力

本报讯（记者 晴空）2月5日，以“龙行龘
龘，低碳生活从新春出发”为主题的迎新年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在唐道·637举办，通过
生活垃圾分类有奖知识问答、生活垃圾分类
小游戏、送春联的方式，为现场群众传播低碳
生活理念，为迎接新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为积极响应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号召，进一步增强广大居民生活
垃圾分类环保意识，城西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了此次宣传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科普＋现场答题积分的方
式，引导群众踊跃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有奖知识
问答，累计积分兑换礼品、领取现场书法老师
书写的春联，群众热情参与，把年味衬托得更
加浓郁，纷纷表示要过一个低碳幸福年。

连日来，城西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宣传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利用新媒体拍摄并发布垃圾分类系列
宣传视频。今后，城西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将持续多措并举，全方位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以真正为群众普及生活
垃圾分类知识为目的制定宣传计划，创新宣传
形式，进一步提升《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宣讲质量，以“集中＋
自主”宣讲的形式做到辖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熟知《条例》重点内容，并结合工作实际对小区
物业、医疗机构、餐饮、商超等监管行业进行

《条例》培训，提升《条例》知晓率，进一步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法治化进程。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为全力做好春
运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近期，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高速交警支队安排部署各大
队持续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安排警力
严查无证驾驶、酒后驾驶、涉牌涉证等重点
违法行为，对于查获的严重违法行为曝光。

1 月 19 日 22 时许，二大队在通海路
检查点查获青A129××号小型客车驾驶
人李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现场呼气式
酒精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42mg/
100mL，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当日22时59分许，四大队在城南匝道
检查点查获青A17M××号小型客车驾驶
人乔某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现场呼气
式酒精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7mg/
100mL，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民警进
一步核查，驾驶人乔某某还存在涉嫌无有
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当日22时45分许，三大队在海湖匝
道入口检查点查获青A199××号轻型普
通货车驾驶人李某涉嫌无有效机动车驾
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当日23时25分许，六大队在峡口出
口检查点查获青 A61M××号小型普通
客车驾驶人严某涉嫌无有效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1 月 26 日 22 时 45 分许，三大队在海
湖匝道入口检查点查获青 A95W××号
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高某涉嫌无有效机
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当日23时10分许，二大队在通海路
匝道入口检查点查获青A7C2××号小型
客车驾驶人刘某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
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
为77mg/100mL，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为切实强化烟花爆竹
销售旺季安全监管工作，坚决打击、取缔非法
经营烟花爆竹行为，日前，湟源县市场监管局
以规范市场安全经营秩序、防范化解安全风
险为原则，开展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专项
整治工作。

利用微信群向经营户转发宣传安全、规
范经营等常识。宣传烟花爆竹相关法律法
规、非法经营、存储烟花爆竹、擅自燃放烟花
爆竹造成的危害，引导广大经营户自觉遵守

全县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规定。
严把“准入关”，对辖区内各类零售、百

货批发经营店进行逐户全面检查。按照检
查要点执法人员重点查看经营者是否超范
围经营烟花爆竹、所销售烟花的经营店是否
办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坚决取
缔和依法查处无照经营及超范围经营烟花
爆竹、商标侵权、虚假宣传、销售不合格产品
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同时，倡导积极对违
反禁止销售、储存、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进

行举报。
截至目前，此次专项检查工作共出动执

法人员25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检查各类零
售、百货批发经营门店18户次、烟花爆竹专卖
店1户，未发现“无照无证”、超范围经营、“地
下”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经营行为。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 通讯员 郭万财）春
节将至，年味逐渐浓郁起来。大通县各社火表
演队正在加紧排练中，力争在春节期间为大家
献上一道精彩纷呈的社火盛宴。

东峡镇杏花庄村社火表演队在队长指挥
下加紧排练，排练现场锣鼓喧天、龙飞狮舞，
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170多名队员个个精
神抖擞、神采飞扬，舞龙、舞狮、罗汉、旱船、滚
灯等传统社火节目轮番排练。队员们踏着欢
乐喜庆的鼓点扭着唱着，用自己的方式传承

传统文化、抒发乡愁、传递快乐。
“杏花庄村的社火历史悠久，如今村民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耍社火的兴头更大。
希望通过社火表演，给大家带去新春的祝福，
同时更希望我们大家的日子也能像这红红火
火的社火一样越过越红火。”东峡镇杏花庄村
党支部书记郭吉有说。

连日来，桦林乡瓜拉大庄村委会广场上，
一支由200余名村民组成的社火队正在排练着
高跷、抬花轿等节目，每位队员都认真练习着，

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展
示最正宗的“年味”。社火排练队伍中不仅有
九岁的孩童，也有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们伴着
铿锵的锣鼓扭着欢乐的秧歌，一招一式无不饱
含着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桦林乡瓜拉大庄村社火队负责人表示，今
年他们在社火表演中融入了农耕文化、丰收文
化等元素，通过以文化人、思想润心、文化铸
魂，党员干部带头、群众积极参与的方式，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为新时代文明实践赋能添彩。

本报讯（记者 小蕊 通讯员 李昊）新
春临近，年味渐浓。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
化实践中，城北区首届“中华民族一家亲 欢
天喜地过大年”乡村春晚于近日在陶北村
热闹开场。

据悉，首届“村晚”由西宁市委宣传部
指导，城北区委宣传部、城北区委统战部、
城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堡子镇党
委、大堡子镇人民政府主办，村民们自编
自导自演的节目，汇集了移风易俗、民族
团结、乡村振兴等话题，台上精彩不断、台
下掌声热烈，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乐享地
道“村晚”。

晚会在舞蹈《百花齐放贺新春》中拉
开帷幕，舞者手捧花篮，和着音乐，旋转、跳
跃……他们以欢快激昂的舞步、神采飞扬
的精神风貌、充满乡土味的肢体语言，充
分展现了城北区在推进乡村振兴中所发
生的精彩蝶变。小品《懒汉脱贫》、相声《我
又要结婚了》更是将农民生产、生活和工
作的故事搬上舞台，巧妙运用方言抖“包
袱”，逗得现场观众笑声连连，演出将移风
易俗的理念融入其中，让观众在会声一笑
中增进了对推进移风易俗的认知认同。

乡村春晚是群众的晚会，也是各民族
齐聚欢庆的舞台，器乐合奏《青海情》、歌
曲《花儿与少年》将民族文化与时代新风
相融合，折射出了民族团结、百花齐放的
北区风貌。本届乡村春晚还为孩子们提
供了展示才艺的舞台，小朋友们表演了街
舞《火红龙年舞力全开》、拉丁舞《舞动拉
丁》，在舞台上他们化身跃动的音符，舞姿
欢快、动感十足，热情似火的表演让现场
观众沸腾起来，也将晚会推向高潮。

湟源县：开展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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