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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塔尔寺旁“何银匠”：
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是
匠心

　 中新网
 　作者 陈宗淇
　　随着小锤不断落
下，银铜制品便在不断
敲打中有了形状……
  　何满是银铜器制作
及鎏金技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接触这门技艺近
50 年，我从地窖里敲敲
打打到现在走向海外，
从民族饰品的制作到生
活用品的创作，从单一
的非遗制品形式到多重
非遗赋能，我会不断坚
持。”何满日前说。
　　何满介绍，他曾带
着自己的作品远赴海
外，到过日本、新加坡、
韩国等十多个国家。
　　何满分享自己在日
本展出时的经历，“我
的‘一体壶’作品刚拿
出来展出时，就获得日
本当地铁壶非遗传承人
的称赞。”
　　何满向记者说：“铁
壶非遗传承人有一次专
门来我这观摩，他们在
我这里看到其他作品后
也不禁感慨，对我们这
项技艺也越发感兴趣。”
　　“银器‘一体壶’
和日本铁壶的制作差别
很大，从选材和手法来
看均有较大差异。银器
材质较软，可在常温下

锻打，而铁壶则需要趁
铁器烧红后趁热锻打。”
何满说：“可能让他们
感慨的是‘一体壶’是
用一整块银材料锻打出
来的，难度和力度都很
难把握。”
　　“我们家以前主要
靠加工民俗银饰品为
主，慢慢就积累了一些
名望，当地人称‘何银
匠’。在祖辈和父辈的
坚持中，我们把这一项
技艺传承下来，传到我
这里已经是第四代。”
何满说。
　　何满带着记者走进
展室，一件件银铜器制
品陈列在玻璃展示柜
中。“现在在展柜里的
一部分，有些是家族传
承下来的物件，见证了
我们一家四代人对银铜
器制作和鎏金技艺的坚
持和传承。”何满说。
　　“在工作间里，我
觉得最有意义的还是这
些手绘草图。”何满说：
“以前没有现代工具，
我在绘制草图时只能靠
脑、心、手记忆，当我
不知道怎么绘图时，就
跑到塔尔寺里看梁柱上
的图案，跑回家中凭借
记忆画在稿纸上。我印
象最深的一次，来回跑
了十来趟。”

 　中新网新疆博湖 
( 郭城 胡侍琦 黄丽娟 
)
   随着一场冬日降雪
飘落新疆博湖县，毗邻
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的
博湖县乌兰再格森乡乌
图阿热勒村进入了“冬
忙”状态。依托冰雪资
源发展旅游业，当地把
“冷资源”转化为“热
产业”，富民增收有了
新路径。
　　乌图阿热勒村以农
牧业为主要产业。此前，
该村村民在冬日能做的
事情并不多，收入来源
有限。“咱们这冬天这
么冷，冬天都是冰雪，
我们又能干些啥呢？”
村民度尔加甫心里的嘀
咕反映了大部分村民的
心态。
　　乌图阿热勒村党支
部书记桑加甫却看到了
“冷资源”的潜力，他
耐心地向村民解释，“咱
们县支持各乡镇依托特
色资源优势实现增收致
富，有了好政策，只要
大家愿意干起来，就会
有收入……”
　　观念不变原地转，
观念一转天地宽。在村
“两委”和博湖县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驻村工作
队的帮扶协调下，村民
度尔加甫第一个将自家
马匹和骆驼牵到了景
区，给游客提供马拉爬
犁和冰上骑骆驼等特色
体验项目。
 　“我们专门增设了
冰上走马、马拉爬犁等
项目，帮助农牧民在景
区做起了生意。”新疆
博斯腾湖旅游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张
淇凯说，在公司的大力
支持下，景区周边很多
农牧民和度尔加甫一样
加入旅游产业中，火热
的冰雪旅游也改变了乡
村“冬闲”的状态。
　　冬季，新疆博斯腾
湖旅游有限公司在博斯
腾湖大河口景区有 160
余名员工，除 20 名管
理人员外，其余均来自
周边乡村，从事餐饮服
务、冰上摩托艇驾驶和
设施维护等工作，实现
了就业增收。
　　据张淇凯介绍，“目
前，博斯腾湖大河口景
区已带动全县 200 余名
农牧民群众直接就业，
辐射带动 400 余人灵活
就业。随着冬季旅游升
温，越来越多当地民众

将会从中受益。”
　　出了博斯腾湖大河
口景区，沿 218 国道一
路向北前行，以博湖野
生富硒鱼为主打特色菜
的 20 多家农家乐生意
红火。鲜香氤氲的铁锅
炖鱼、入口弹腻的鱼肉
水饺、外酥里嫩的野生
烤鱼……厨艺精湛的乡
村大厨拿出看家本领，
让游客体验从舌尖到心
尖的“博湖味道”。
　　乌兰再格森乡鼓励
乡村能人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开办农家乐、牧
家乐、渔家乐，积极带
动当地民众拓展就业增
收渠道。新疆博斯腾湖

旅游有限公司常态化开
展农牧民群众免费进景
区、农副土特产品免费
进景区等优惠活动，并
对商户按 5A 级景区服
务标准培训，保障旅游
满意度。
　　冰雪“热”起来，
经济“火”起来。在博
湖县，冰雪 + 旅游、冰
雪 + 文化、冰雪 + 体育
等旅游业态的尝试已见
成效。据统计，博湖
县自 1 月 13 日启动第
十六届冰雪季系列活动
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
23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逾 4523 万元。

新疆博湖县：“冷资源”转化为“热
产业”

黔东南州督导检查组深入凯里市金玉商场督导检查

各地游客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体验雪趣，品尝
当地特色美食。　龚玲 摄

    2024 年 1月 22日，
凯里市暴风雪袭来，雨
雪交加，路面湿滑，恶
劣的天气给市民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不便，为此，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
胡志峰率领州督导检查
组，深入凯里市督导检
查保畅通、保供应、保
安全、保民生等工作。
   下午 2 时许，凯里
市场监督局党委书记、
局长杨启文，党组成
员、执法队队长陈玉华
的陪同下，黔东南州委
常委、常务副州长胡志
峰，州委常委、凯里市
委书记谭夔，凯里市委
常委、副市长刘鹏深入
到凯里金玉商场开展工
作调研。
    凯里金玉商场是本
次督导检查的重要站
点。州委常委、凯里市
委书记谭夔，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刘鹏参加督
导检查。
    在督导检查的过程
中，督导检查组实地察
看蔬菜、肉类、蛋类等
农副产品供应情况，并
与商户、市民亲切交谈，

详细了解市场价格情
况，叮嘱有关部门规范
市场管理，扎实抓好重
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州委常委、常务副
州长胡志峰在督导检查
时强调，要以群众满意
为目标，统筹做好市场
供应、价格监测、食品
安全等工作，强化产销
对接，加强市场运营管
理，确保供应充足、质
量放心、价格稳定。
    黔东南州委常委、
凯里市委书记谭夔在督
导检查中说，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要认真做好市
场保供稳价工作，坚决
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
法违规行为，确保基本
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
货源充足、供应及时、
质量可靠，切实保障群
众“米袋子”更充实、
“菜篮子”更丰富、“果
盘子”更多彩。
   谭夔强调，要加大
监管力度，严把食品质
量安全源头关、生产关、
流通关、入口关，切实
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各
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低

督导检查组实地察看蔬菜、肉类、蛋类等农副产
品供应情况

温雨雪凝冻天气下保畅
通、保安全、保民生工
作，聚焦道路交通、供
水供电、农村消防安全
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
实做好防风险、除隐

患、保安全、惠民生各
项工作。要把确保群众
安全温暖过冬作为一项
硬任务，强化气、电等
供应，抓好特殊群体供
暖保障，严防发生取暖
安全事故。

    凯里市场监督局党
委书记、局长杨启文在
督导检查中也对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提出了具体
要求，要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要密切关注粮油
蛋奶、肉菜水果、当地
特色商品等消费量大、
市场供求紧缺以及与老

百姓节日生活密切相关
的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动
态。严厉打击囤积居奇、
哄抬价格、散布虚假信
息、串通涨价等各类价
格违法行为。及时有效
处置各类舆情和举报投
诉，及时回应民生关切。
   （杨卫中）

图为何满在制作银铜器。陈宗淇摄

　　但在何满的言语
中，透露出他对这项技
艺的传承也存在担心。
何满说：“银铜器加工
的过程漫长枯燥，希望
现在的年轻人，沉下心
来做这个事情。我们传
统技艺的传承，更是匠
心的传承。”
　　“非遗如何发展，
是我们非遗传承人的一
个功课。我们在参加很
多的交流活动中，各地
的非遗传承人都为此事
想了很多办法。”何满
说。
　　据何满介绍，他曾
到清华大学的非遗研究
机构交流过一段时间，
在那里认识了许多全国
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何
满道：“我们后来经过
交流，觉得可以把两项
或者多项非遗结合在一

起，这样就能为当下非
遗的传承和发展赋予新
活力。”
　　记者在何满的展柜
里见到很多包裹着竹编
的银茶杯、杯沿镶嵌着
银铜器的瓷杯……何
满说，我们目前寻到了
非遗传承和发展的好方
法，那就是“非遗 + 非
遗”，为非遗制品赋予
多重价值，也可以促进
多项非遗一起发展。
   “我们不仅和浙江
省嵊州竹编非遗传承人
有合作，还和河南省禹
州钧瓷、山西省绛州剔
犀等非遗传承人深入交
流，通过‘非遗 +非遗’
的叠加，创作出一批新
的作品。”何满说：“我
对我们非遗的传承和发
展的前景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