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75 ·

◎ 第六篇  社会事业

乡城贝母为川贝母，是百合科多年生植物，主要分布于热打、青麦、然乌等地海拔2 600～4 000

米的高山草甸杂草丛中。川贝母性微寒、味苦甘，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之功效，主治肺热燥咳、

虚劳久咳、咯痰带血等症。

3. 麝香

麝香简称麝，是雄麝（獐子）的肚脐和生殖器之间香腺中的干燥分泌物。麝香保香力极强，可

以制香料，也可以入药。乡城獐子以林獐居多，主要栖息于海拔3 000～4 500米的高山草甸、杜鹃

灌丛、裸岩、林地中，善攀爬，可上树，晨昏时到高山草坡、树林边缘觅食，以青草、苔藓、野草

为食。林獐体型较大，毛色呈灰褐沙黄色。麝香入药可开窍通络，性温、味辛，有开窍醒神、活血

通经、消肿止痛之功效，主治中风痰厥、神志昏迷、心腹暴痛、恶疮肿毒、跌打损伤、闭经、难产

以及冠心病、心绞痛等症。特别是雄麝香腺中成粒的称当门子，效力更佳。

第三节　文　化

一、文化活动

1991年，乡城县文化馆完成纪念红军长征途经乡城55周年的首届“五一五”纪念文艺演出及

送文化下乡活动。1992年，组织开展了县级机关各党支部参与的吉祥舞比赛。1993年，开展了搜集

整理乡城锅庄、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民间曲艺的工作，组织参加了甘孜州青年艺术

节文艺比赛，举办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举办老年、中年、青年舞会共

74场。1994年，组建代表团参加了甘孜州艺术节。1996年，组建了机关演出队，开展送文化下乡活

动，走遍了全县12个乡（镇），成功举办了全县美术书法比赛活动。1997年，举办了乡城县首届喜

迎香港回归普通话演讲赛及“庆七一、迎回归”藏汉书法比赛，协助文教体育局开展了乡城县首

届中小学文艺调演，成功举办了春节文艺演出及游园、锅庄晚会等文化活动。1998年，宣传普及县

歌《乡城·我的故乡》，组织成立了机关锅庄弦子队与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开展到全县12个乡

（镇）巡回演出的文化三下乡活动，放映影片12场。1999年，乡城县文化馆参与和创办了乡城县首

届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节，组建了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团，组织和指导全县各乡（镇）及中小学参

加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节的表演节目，协办了迎新世纪卡拉OK比赛及乡城县第二届中小学生艺术

节。邀请甘孜州歌舞团作曲家阿金谱写了《欢迎你到乡城来》、《巴姆山》等歌曲。2000年，开展

了文化三下乡活动，带领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团参加了甘孜州第二届青年艺术节。组织群众开展歌

舞晚会16场，参加活动人员达7 500人次。2001年，带领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团完成了第三届巴姆

山民族文化艺术节的演出任务，并参加了四川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类的比赛。

举办群众歌舞晚会27场，培训乡村文艺演出队共6次，放映影片7场。2003年，开展城区每周一、

三、五的大众广场文艺活动。同年，将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团更名为香巴拉民族文化艺术团。2004

年，开展城区每周一、三、五的大众广场文艺活动。开展送文化下乡演出13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活动3次。同年，创作小品3个、美术作品16幅、书法作品6幅。2005年，与县民政局老龄委协作，

以每天下午轮流举办的方式，在城区开展星期一至星期六大众广场文艺活动。开展送文化下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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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2次。同年，创作歌曲89首、小品8个、美术作品9幅、书法作品7幅、

摄影作品78件。

表6－6　1991年～2005年乡城县文化馆

文化创作、演出活动、图书借阅、橱窗展览及音响服务情况统计表

年份 创编舞蹈节目 举办橱窗展览 借阅图书
组织大、中、小型

文艺演出
提供音响服务

1991
《深情》、《乡城锅庄》、《弦子

舞》、《骏马奔腾》
12期120幅版面

23000册次

5600人次

98场次

5万余人次
21场次

1992
《格桑梅朵》、《家乡喜事》、《为了

谁》
12期120幅版面

27800册次

1096人次

39场次

2.7万余人次
22场次

1993
《藏靴》、《喜悦》、《妈妈的呼

唤》、《色灵百格常梦》
12期120幅版面

32900册次

5950人次

55场次

5万余人次
19场次

1994 《扎西学》、《快乐的小伙子》 12期120幅版面
29800册次

5000人次

27场次

2.8万余人次
19场次

1995 《家乡变化》、《心醉》 12期120幅版面
33000册次

5701人次

28场次

3万余人次
67场次

1996
《不眠之夜》、《藏家儿女》、《大团

聚》、《新疆舞》、《浓浓草原情》
12期120幅版面

29000册次

4950人次

98场次

5.9万余人次
97场次

1997
《洗衣歌》、《踏春》、《一个妈妈的

女儿》、《东山顶上》
12期120幅版面

23900册次

6600人次

67场次

4万余人次
98场次

1998
《巴姆颂》、《花儿与少年》、《相

思》、《踏歌起舞》
12期120幅版面

32000册次

5809人次

63场次

4.7万余人次
104场次

1999

《乡城我的故乡》、《在那草地上》、

改编《巴姆颂》、《踢踏舞》、《硕曲

河畔》、《跳起来吧》、《欢庆》

12期120幅版面
29000册次

4979人次

92场次

6.1万余人次
147场次

2000
《妈妈的羊皮袄》、《雪山顶上》、《祝

福》、《康巴儿女》、《舞动高原》
12期120幅版面

28300册次

4767人次

48场次

3.8万余人次
114场次

2001

《美丽的乡城》、《金色的山谷》、

《心中的恋人》、《快乐的藏家儿

女》、《天安门朝晖》

12期120幅版面
23000册次

4716人次

52场次

5.1万余人次
109场次

2002
《姑娘的喜悦》、《十月的火焰》、

《摇滚踢踏》、《草原健儿》
12期120幅版面

18420册次

1440人次

88场次

3.5万余人次
109场次

2003
《快乐的小伙子》、《铃系藏家女》、

《韩式舞》、《改编洗衣歌》
12期120幅版面

38240册次

2155人次

83场次

3万余人次
112场次

2004
《乡城汉子》、《巴姆秋韵》、《乡城

恋歌》
12期120幅版面

24130册次

2355人次

97场次

5.5万余人次
97场次

2005 三套《弦子舞》、三套《锅庄舞》 12期120幅版面
20130册次

3015人次

86场次

3.8万余人次
115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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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市场管理

从2000年起，乡城县文化旅游稽查人员，经常配合公安、工商等单位，对文化旅游市场和音像

市场开展专项治理，严厉查处各种违章案件3件，收缴淫秽音像制品135盘，查没黄色书刊14套、盗

版类书刊17本。

表6－7　2000年～2005年旅游市场管理及音像市场管理统计表

年份
文化市场安全生产大检

查（人次）

收缴淫秽音像制品

（盘）

收缴黄色书刊

（套）

收缴盗版类书刊

（本）

处理不法案件

（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9

31

39

32

30

43

20

26

43

23

15

8

—

—

—

6

2

6

—

—

—

—

17

—

—

—

—

2

1

—

三、图书发行

县新华书店主要从事全县中小学教材教辅资料及一般图书的征订发行任务。按照甘府函

〔1992〕第94号文件精神，乡城县新华书店为副科级企业单位，人事权归乡城县人民政府，资产由

省新华书店全权经营管理。根据甘新出〔2003〕第15号文件精神，县新华书店划归乡城县人民政府

管理，其单位性质不变，属自收自支的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副科级单位。2003年，乡城县新华

书店总资产为22.8万元；2005年，根据乡城县委、县政府“城市经营”总体规划要求，通过招商引

资，在香巴拉南路89号（原新华书店）投资254万元建成1幢2 120.73平方米的综合楼。

2005年，乡城县新华书店有在职职工5人。1991年～2005年，乡城县新华书店历任经理为郑秀

华、肖兴刚、中纳洼。

四、传说、谚语

（一）巴姆山的传说

巴姆山，古称“打巴姆山”。其藏语“巴姆”意为观世音。

巍峨雄壮、峰峦重叠、逶迤绵延、气势磅礴的巴姆山位于县城西南，主峰海拔4 508米。

传说很早以前，康区有个三头九眼八臂，口吐青云、呼风唤雨的魔王。有一年，魔王耳闻乡城

是个世间难寻觅的“世外桃源”。企图在乡城安营扎寨，繁衍魔王后代。不久，魔王穿越深山密林

来到了如意宝地——乡城。搅得乡城民不安生，鸡犬不宁。

魔王破坏乡城人民幸福的事，由神鸟传到了“西方三圣”之一的大乘菩萨观世音巴姆那里。乐

观、诙谐、美丽、善良的巴姆为救生灵，毅然从普陀山道场来到遥远的乡城，降魔伏邪。

来到乡城，观音巴姆被乡城雄奇壮丽的硕曲河谷、金字塔般的萨苟雪峰、明镜样的高原湖泊、

绿毯似的辽阔草甸、金碧辉煌的桑批寺、神奇苍凉的古碉、恬静的村庄和白色藏房……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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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口唱出了悠扬的山歌：“天空与蔚蓝色彩/希望融为一体/与日月同光明/得到相聚的欢喜”，“上

方金山顶上/有个圆圆的金湖……”高亢、激越的山歌吵醒了正在酣然大睡的魔王。

于是，魔王施展魔力，霎时，黑云翻腾，飞沙走石，山崩地裂。巴姆万没想到恶魔会如此恶

毒，就奋不顾身踏着黑泥恶浪，手举神羽追杀魔王。魔王见遇到大仙观世音菩萨巴姆，妄想最后一

搏就逃走。但谁知，巴姆运用“三十二应”神力，将魔王杀死在地。这以后，乡城又恢复了她往日

的仙景原貌。

巴姆完成斩妖除怪，也该返回道场普陀山，但由于乡城这神奇的土地，是个山接云天、鸟语花

香、溪水清澈的好地方，巴姆竟然不回普陀山去显灵，也不回天宫做神仙，而下凡留在了乡城。化

成了现今人们所见的西南雄奇秀丽的巴姆山。据说，在云遮雾绕的巴姆山巅，幸运的人就能看到：

巴姆化为一小女子，忽然跳出悬崖，状如飞仙。

（二）谚语

乡城的民间谚语数量繁多，内容包罗万象，语言精练，论理深刻，通俗易懂，形象鲜明，朗朗

上口，耐人寻味。谚语内容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等方面。这些谚语总结出了乡城人民在长

期的生产、生活和为人处世、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很多宝贵经验。这里仅引列部分谚语：

话之精练为谚语，食之好味在盐巴。

山高遮不住太阳，水长淹不住月亮。

夏天收铁防生锈，冬季护陶防冻裂，常年敛嘴防事端。

捻线的即使是君主也要站立，纺线的即使是奴仆也可坐凳。

骆驼再大属家畜，兔子虽小归野兽。

使大众满意是积德，让父母开心是报恩。

宽广的大地有道路，聪慧的藏家有谚语。

口巧能做村官，手灵沦为村仆。

自己拥有金玉马，何必贪念他人羊。

人品好坏看行为，所籍何处析口音。

勤劳的人幸福，懒惰的人受穷。

不怕他人说我脏，就怕有人说我懒。

房宽地宽莫如心宽，金多银多莫如福多。

杂草多的地方庄稼少，闲话多的地方是非多。

美酒尽兴之处要懂休止，君子得意之时要有分寸。

马行湿地容易失蹄，人听谗言会栽跟头。

雪怕阳光花怕霜，做人就怕见识短。

笔直的树用处多，心诚的人朋友多。

不从山脚起步，怎会到达山顶。

人多嘴杂是祸，众人动手是金。

没有麦穗的秆很挺拔，没有学问的人很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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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秤杆不用，凭手掂量酥油。

反对恩德父母，背向光辉太阳。

鹦鹉会说话不是人，哑巴不会说话还是人。

醉酒的人可以清醒，迷财的人永远糊涂。

只见熊吃蜜时的甜美，不见熊被蜇时的痛苦。

小猫不背柴火，却在灶边烤火；老马常驮柴火，却在外面挨冻。

走运受宠之人，像孔雀开屏；倒霉沦落之人，似黄雀无尾。

掉牙的老马不如驴，掉毛的凤凰不如鸡。

糌粑别人吃，口袋自己背。

太白了易脏，太长了易断。

树大遭风吹，马大遭人骑。

做尽百件好事，毁于一桩坏事。

山虽高有顶，水虽深有底。

水再大也在桥下流淌，嘴再大亦在鼻下说话。

佛经念了一千遍，菩萨面前编谎言。

见鹿造箭，临行喂马。

易涨易退山溪水，时冷时热小人心。

心怀害人意，祸降自己头。

骂的是女儿，伤的是媳妇。

说话莫说尽，做事莫做绝。

老马行石路，摇头摆尾；奴仆见主人，点头哈腰。

没有根据的话不要说，没有缝好的帐篷不要搭。

罪大恶极，是长官也难免受刑；造孽深重，是活佛亦无法超度。

躲在窝里的雏鸟，怎能和大鹏相比。

爱发誓的人，最喜欢撒谎。

心中无方向，做事乱方寸。

为人讲经的老僧，不知灾难已临头。

人心要诚实，火心要空虚。

英雄胆气豪，不惧怕死亡；贤者智慧高，不窘于学识。

善言相睦，是家庭的根基；恶语相伤，是魔鬼的入门。

敌人来了一起拔刀，朋友来了共同端碗。

看似骄傲的山梁，存不住知识的水。

若看不见，从高处去看；如不知道，向长者请教。

欲知山中事，须问砍柴人。

林中没有不弯曲的树，世上没有无缺点的人。

眼界太高不长智，穗头太高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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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一甘一苦，不知苦乐之别。

若知配制法，毒也可入药。

漫漫人生三苦三乐，长长春日三冷三暖。

鸟老思旧巢，人老思故乡。

不做异乡人，不知故乡亲。

话要说在人前，刀要亮在敌前。

只要坚持慢慢走，毛驴也能到拉萨。

事前言莫少，事后话莫多。

一人修路，众人享福。

穷不丢猪，富不丢书。

山高挡不住太阳，困难吓不倒硬汉。

不怕过去苦，只怕老来穷。

人情送马匹，买卖争分毫。

浇花浇根，交友交心。

好汉没有空话，傻瓜没有虚情。

冬季防火，夏季防涝，平时防口。

第一节　档　案

一、机构

1977年8月，乡城县档案馆成立，1980年2月，乡城县档案局成立。1981年，省、州、县共同投

资169 950元新建一幢面积713平方米的档案大楼，内设库房、阅览室和办公室。1983年，县档案局

从原来县委办公室直接领导的领导体制中划出，成为县政府直属局。1997年，经甘孜州委、州政府

批准，县档案局、县档案馆合并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履行全县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全县

档案保管、使用两种职能，核定县档案局行政编制3名，县档案馆事业编制8名，2005年，县档案局

（馆）有职工9人。其中：县档案局5人，县档案馆4人。1991年～2005年，县档案局（馆）历任局

长为泽仁俄木、洪武、罗英、唐康良，副局长为仁真、黄芳。

第五章　档案地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