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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记者走进位于尖扎县乡村振
兴产业园的一家民族服饰店，琳琅满目、
华丽富贵的藏族服饰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
击。店主仁青多杰正在带着两个徒弟裁剪
新设计的服装。简单说明采访来意后，仁
青多杰将自己亲手制作的纯羊毛哈达献给
记者，我们的交谈就此展开。今年48岁的
仁青多杰是一名藏服手艺人，也是一家民
族服饰工厂的负责人，他与民族服饰结缘
的故事比大多数手艺人的经历更为曲折。

出生于青海尖扎措周乡，仁青多杰家
庭条件一般，从小没有接受太多教育，待
在家里养牛羊是他的谋生轨迹。随着年岁渐
长，他意识到，光靠饲养牛羊养家糊口不是
办法，必须要另寻出路。于是，他开始模仿
别人做牛肉干、做被子，但是由于缺乏相
关技术，这些新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仁青多杰告诉记者，他们家的七百多
只羊是他同藏服结缘的纽带。每次看到羊
毛掉下来，挂在树枝上，他就想着用羊毛
做些什么，想要学习制作民族服装的“种
子”也就是在这些时刻在心里发了芽。

有想法就付诸行动，仁青多杰将目光
正式锁定在藏族服饰的制作学习上。他开
始从书籍和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查看藏族
服饰的来源和制作产品所需的原料。他了
解到藏族传统服饰来源于拉萨，2017年夏

天便只身一人赶赴拉萨学习手艺。但由于
形单影只，准备不足，几经辗转也没找到
合适的技术，三四个月后无功而返。

回到老家，仁青多杰想学习藏族服饰
制作的渴望依旧强烈，便继续四处打听真
正有技术的老手艺人。机缘巧合，在亲戚
的介绍下，他联系到了一位制作民族服饰
颇有声望的老师傅。2018 年 3 月，他再次
踏上学习之旅，带着五个人去拉萨学习手
艺，一年学成归来，藏族服饰的制作手艺
他已了然于心。

拉萨回来以后，仁青多杰多方筹集资
金，立马开办了工厂，从零到一的艰辛只有
仁青多杰自己清楚。采访中，仁青多杰指着
一些照片说：“这是我制作的第一批民族服
装。你看，当时制作的服饰、围巾因为手艺
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处理得不是很好，可群
众穿上后还是那样高兴，他们的支持和认可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如今，随着对制作
技艺的不断精进，产品质量也有了很大提
升。”仁青多杰面带微笑地告诉记者。

从创业之初到正式从事民族服装的制
作经营，仁青多杰也在不断地学习、进步
和创新。除了制作传统民族服饰，仁青多
杰也开始逐渐探索靴子、围巾、哈达、民
间手工艺品等其他新的产品领域。为进一
步打响并保护自己的品牌，仁青多杰在听

取了多方建议后，申请注册商标“囊萨”。
他告诉记者，等商标注册下来后，以后每
制作一件民族服装都会把它缝制在上面，
相信“囊萨”会成为民族服饰类手工艺品
中的出色品牌。

如今，仁青多杰制作的民族服饰已销
往青海果洛、海南、玉树及四川等地，因
其精湛的工艺，新颖的款式深受广大牧民
群众和游客的喜爱。而他一手创办的传统
服饰制作工厂也已经发展到 40 多名员工，
主要员工是当地的残疾人。常住员工每个
月的收入大概是3500元，残疾人员工每个
月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员工更桑卓玛告
诉记者，她今年56岁，从事民族服饰手工
制作已经有 8 年的时间，她深知藏服制作
手艺的来之不易，希望自己的孙女孙子也
可以加入到学习和传承这项传统民族手艺
的行列中来。“到现在为止，曾经对于这门
手艺的寻觅之旅依旧让我难忘，它改变了
我们家的经济收入，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
迹。”回想起之前的经历，仁青多杰仍旧感
慨万千。仁青多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编织
了美好生活，色彩绚丽的民族服饰在他手
里变成了致富的“金钥匙”，而仁青多杰这
小小的民族服饰制作工厂，也已成为展示
青海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

（特约记者 孙丽丽）

民族服饰制作成为致富“金钥匙”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为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打造“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和

“纯净美丽幸福河南”的发展目标，牢固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研学草原保
护和修复理念带进校园，从小培养学生
树立草原生态保护意识，传承草原生态
保护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让小草之
情成就大美丽，推动河南草原可持续发

展。5 月 11 日，河南县草原工作站联合
优干宁第一完小开展了“小手育小草”
第二期研学活动，河南县草原工作站职
工以及师生共61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邀请青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龙主多杰向学生们介绍了莎草
科、禾本科、菌类以及雪豹等河南县草
原上的常见特色物种；邀请原上草自然
保护中心自然教育导师仁青吉与学生们

互动分享自然笔记案例，讲解青少年如
何探索自然观察和记录自然的方法，同
时县草原工作站正高级林业工程师卡着
才让向学生们介绍河南县草原基本情况
及自然资源概况。

活动期间，学生们进行了种草修复
技术操作培训，并分组对20个退化较严
重的小型裸露斑块进行了自由组队治
理。同时，将本次种草区域指定为学生
生态修复试验 （观察） 责任小区，并进
行挂牌命名。后期将继续组织参与退化
草原生态修复的学生们对牧草生长进行
细心观察，撰写草原修复心得或体会。
同时此次活动向学生发放双语植物学基
础书籍 60余本，供学生进一步学习和了
解草原生态知识。

本次活动通过现场讲解和实际操
作，让学生们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生态
保护知识，也感受到了亲手参与种植
牧草、修复退化斑块地的成就感和完
成牧草种植后的喜悦感。在整个活动
过程中，同学们也学会了如何与自然
和谐相处，更加懂得珍惜草原生态环
境。参与草原生态修复活动是宣传和
传承本土草原保护文化，培养学生们
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的
重要途径。

本报讯（通讯员 尖扎宣）近日，黄南
州尖扎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联合交警
大队及洛哇林场派出所，成功救助14只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赤麻鸭，用实际
行动守护自然生态。

5月9日，尖扎县交警大队民辅警在
贾加乡开展隐患排查时，发现公路旁水
渠内有一群疑似水鸭的鸟类被困，立即
联系森警大队进行救助。接警后，县森
警大队及洛哇林场派出所民辅警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并进行仔细检查，经现场确
认，14只被困鸟类属于国家“三有”保
护动物赤麻鸭。民辅警对被困赤麻鸭群
逐一进行检查，均无明显外伤且具备放
生条件，遂决定将该赤麻鸭群放归自然。

近年来，尖扎县不断加强野生动物
保护和宣传工作，县公安局民辅警多次
携手辖区群众救助各类野生动物，广大
群众保护生态的意识有了明显增强。

警方提醒，保护野生动物是我们大
家共同的责任。如遇到野生动物受伤、
落单的情况，应及时联系公安民警或野
生动物保护部门，确保动物能够得到科
学有效的救助，切莫盲目施救、围观拍
照，以免遭受攻击。

本报讯（记者 安安）近日记者从黄南
藏族自治州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加大
商标品牌培育、保护力度，截至 4 月 25
日，黄南藏族自治州有效注册商标总量
达1718件，其中阿米雪、金黄果获评青
海省著名商标，60多件荣获知名商标品
牌。此外，黄南州成立商标品牌指导站4
家，推动企业打造知名品牌，培育经济
增长新动能。

据了解，近年来，黄南州持续发挥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作
用，加大品牌培育打造力度，不断增强
特色产业质量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核
准黄南州热贡画院、黄南州藏蕃唐卡艺
术有限公司2家热贡唐卡企业在其生产制
作的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实现

“热贡唐卡”用标零的突破。
鼓励各类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市场主体，通过品牌注册、培育、
拓展等手段创建自身品牌，努力打造以
品牌价值为核心的新型农业产业。为实
现“用好一个品牌、发展一个产业、带
动一方经济”的目标，黄南立足州情实
际，在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重点
打造雪多牦牛、河南欧拉羊、阿米雪乳
制品、泽库羊、叶堂高原有机产品、西
北弘、雅稞、拉格日等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企业商标品牌，不断加大品牌保护力
度，提升黄南农畜产品竞争力。

富有青海地域特色的新型民族
手工艺制品作为极具特色的民俗文
化，蕴含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商业
价值。如围巾、哈达、靴子、民族服
饰等，都具有普遍性、群众性、投入
少、收效快等特点，通过一代又一代
手艺人的创新和融合，这些传统手
工艺品焕发出勃勃新姿，不仅成为
群众文化增收的一种重要途径，还
为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青海的文化
之窗。

早就听说尖扎县乡村振兴产业
园区有个做民族服饰的非遗传承
人，他制作的藏族传统服装，不仅深
受尖扎县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群众的
喜爱，还多次在各级民族手工艺美
术展中折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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