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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耀瀚海
—— 我州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见成效

文 /图本报记者郭海艳

近年来，我州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精神，坚

持把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作为巩固民族团结、推动文化发展繁荣重要方面，深刻认识繁荣发展少数

民族文化事业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抓手，

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着力加以推进，全州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支持民族地区办好少数民族语言节目，加
强优秀广播影视作品少数民族语言译制工作，
成立州蒙语电影译制站，每年译制电影12部以
上，电视剧30集以上、电视专题片10部以上。在
海西人民广播电台、海西电视台开设了蒙古语、
藏语频道，每年制作广播剧等少数民族语言广
播电视节目近300小时，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输出了大量蒙古语、藏
语广播节目。海西电视台拍摄的《黑帐篷的故
事》获得国家“金鹏展翅”民族类原创影视剧一
等奖。巩固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
映工程建设成果，不断扩大民族地区广播影视
覆盖面。州级广播电视媒体已开办3套广播节
目、3套电视节目，全州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
到97.89%、96.72%，同比“十一五”分别提高了
0.93、0.97个百分点。全州8个地区组建了数字
电影流动放映队深入农牧区放映电影，超额完
成国家“一村一月放映一场公益电影”的任务。

全面加强非遗保护工作，成立我州非遗保
护中心，建立省级非遗传承基地1所，州级非遗
传承基地3所。顺利完成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普查收集、整理工作，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156名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出版发行《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
文学集锦》，《海西那达慕画册》、《青海海西蒙古
族风俗文化》等20余本反映海西地区少数民族

生活习俗的书籍，海西蒙古族“那达慕”、德都蒙
古英雄史诗“汗青格勒”、海西蒙古族民歌等3
项文化遗产名录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着力打
造海西德都蒙古文化品牌，建成全国唯一的德
都蒙古文化实物展示中心、文献中心及影视资
料中心。积极支持开展富有民族特色的节庆文
化活动、民族器乐大赛和民俗展示活动，天峻县
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全面实施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政策，全州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均实现了免费开放，
免费服务时间每周超过42个小时。定期举办
柴达木民族文化艺术节、“那达慕”大会、“孟赫
嘎啦”文化节等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活
动，广泛开展柴达木之夏、百姓舞台、广场锅庄
舞、安代舞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全州每年开展广场文化主题演出活动超过100
场、下乡演出200多场，服务观众25万多人次，

做到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大力发展
民族体育活动，成功承办全省第五届少数民族
运动会，广泛开展马术、摔跤等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全州80%以上的乡镇和50%以上的村社每年
都举办单项或综合性体育比赛活动，深受农牧
民欢迎。各地还依托传统节日和民族民间文化
资源，举办吐谷浑文化旅游节、盐湖旅游节、马
文化节等，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
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大力开展群众性少数民族文化活动

支持民族文艺创作，先后出版发行《德
都蒙古历史文化丛书》、《德都蒙古文学丛
书》（蒙古语）、《岗尖梅朵文学丛书》（藏语）、
《中国�柴达木岩画》（蒙藏汉三语）、《德都蒙
古宗教文化》（蒙古语）和《海西藏族民间文
学集锦》（藏语）、《海西蒙藏地名历史文化释
义》等一批反映柴达木风土人情、具有时代
特色的民族语言文学作品。创办的《花的柴
达木》、《岗尖梅朵》两本少数民族语言期刊，
在蒙古族、藏族群众聚集区享有较高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先后推出《请到柴达木来做
客》、《金色的世界》、《美丽的家园》等原创歌
曲，《三江同源看青海》、《昆仑神话》、《天边
的牧歌》等一批富有海西民族文化元素的舞
台剧目相继上演，拍摄完成电影《情人湖》、
30集电视连续剧《柴达木之恋》，有力地提升
了海西的文化层次和品味。

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支持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多样化发展。加大民族
文化旅游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实施格尔木昆
仑文化、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都兰吐谷浑
吐蕃文化和天峻西王母文化等四大产业园
建设，目前入驻企业29家；成功将德都蒙古
文化展示中心、哈里哈图文化旅游产业园申
报为国家级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积极争取
中央和省级文化产业扶持资金，加大文化产
业市场主体培育，组织文化企业主动走出
去，扶持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积极引导
文化企业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
发展优势，利用本地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
族刺绣、农民画、剪纸、唐卡等民间民族工
艺，为民族文化资源走向市场，转化为文化
产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截至目前，全州共
有文化企业447家，从业人员2300余人，其中
列入州级重点项目库的文化产业企业 31
家。德令哈的掐丝唐卡、手工艺制作，都兰
的桃花石加工，天峻的藏文化工艺品、服饰
制作、煤精石手工艺品正迈向市场。

扎实推进文化场馆设施建设，全面实施广
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工程、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相继建成州民族文化活动中心、州
体育中心、德令哈游泳馆、我州室内网球馆、州
图书馆、州民族赛马场、格尔木市体育馆等一批
重点文化活动设施。目前全州共有图书馆3
个、群艺馆(文化馆)9个、博物馆2个、文化活动
中心3个、青少年活动中心2个，建成乡镇文化

站35个（实现全覆盖）、农（牧）家书屋305个（实
现全覆盖）、村级信息资源共享工程305套（实
现全覆盖）、文化进村入户236户、农牧民体育
健身工程236个、全民健身路径59条，实现寺庙
书屋在州内藏传佛教寺院全覆盖，初步建成州、
县、乡、村四级文化服务网络，较好地满足了各
族群众求知、求乐、求美、求富的精神文化需求。

加快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促进少数民族
文化产业发展

民族文化文艺创作
不断繁荣发展

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广播影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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