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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分地域
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独唱《上海飞》、昆曲《牡丹
亭-游园》、口技模仿秀《轻听果
洛》……8月11日晚，带着浓浓
的上海情谊，“石榴籽一家亲 沪
果青年心连心”上海青文联果洛
义演在果洛州格萨尔影剧院上
演，上海青文联6位文艺工作者
携手3位当地青年歌手，奉献了
一场精彩的演出。

“第一次来果洛，山美水美
人更美。”上海独角戏艺术传承
中心艺术指导部主任陈靓还用
两句藏语拉近了与藏族观众的
距离。一个人、一张嘴、一把扇
子说尽天下事。陈靓为当地观
众奉上了独角戏经典作品、也是
自己表演过多次的拿手好戏《金
陵塔》，将近一分钟的绕口令，将
近一分钟的拖长音，在高原上表
演十分不易，陈靓经过彩排的适
应后，义演现场完美呈现，“这次
表演也是对我学习成果的验收，
看看非遗项目除了传承外，能否
通过现代人的演绎有所突破，被
更多人关注。”

彩排加义演，陈靓和同台的
果洛歌手逐渐熟络起来，这也让
他深深感受到，艺术不分地域，
艺术感觉是相通的，能拉近人与
人的距离。

共表演三个节目的上海越
剧艺术习传所（上海越剧院）青
年演员张艾嘉成了现场节目最
多的嘉宾，行头也数他最多。越
歌《江南 江南》、越歌《水乡
Rhyme》和越剧《三看御妹》选段
呈现戏曲创新的成果和传统经
典作品的韵味。特别是《水乡
Rhyme》是新创歌曲，在义演现场
进行首演，“古道深巷，镌刻岁月
沧桑。流水小桥，承载情意绵
长。”音乐动人，歌词婉约，让藏
族观众感受到江南水乡的魅力。

多次参加义演的张艾嘉是
第一次来到高原，记得以前在上
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张艾嘉有一
些少数民族同学，但真正来到果
洛，更感受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氛围。“排练时我们也和藏区歌
手交流，他们的歌曲非常动听、
优美，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把优秀
的文艺作品带到高原。”独唱《声
声慢》，淮剧《大洪流》选段，上海
淮剧团青年演员王俊杰带来的
两支曲目各有特色。这名95后
在演出当天凌晨才赶到西宁，当
天一早又赶到海拔更高的果洛
玛沁县，排练时感觉“一口气顶
不上来”，一直在努力适应。义
演现场，他的两首曲目让藏民感
受到南方艺术的美妙。“这是我
第一次来高原义演，当我站上舞
台拿起话筒，可能有一种精神力
量让我忘记了高原反应的难
受。”

果洛青年也带来三首曲目，
一首《哈达献给远方的朋友》情
真意切，赢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演唱者麻切仁措是上海音乐学
院声乐系学生，为了这场演出，
这名05后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准
备。麻切仁措从小喜欢唱歌，高
三开始学习乐理，高考时，这名
果洛少女和上海发生了链接，在
报考上海音乐学院的过程中得
到了许多关心和帮助，一半学费
由学校教师捐助。“这次义演的
歌曲是我自己选的，想用自己的
歌声欢迎来自上海的你们来到
我的家乡。”

因为藏族歌手唱歌发声方式
有自己的特色，麻切仁措在上音认
真学习更专业的发声方式，“我看
了义演，非常欣赏上海艺术家们的
风格和唱腔，很秀美很典雅。”

10位医生高原义诊
跨越千里送健康

接连两天，10位上海青年医
学专家赴青海果洛玛沁县人民医
院、玛多县人民医院，开展上海青
联“青小医”志愿服务队果洛爱心

义诊活动，义诊涵盖妇科、眼科、
普外科、骨科、心血管内科、心外
科、泌尿外科、骨关节外科、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9个专科。

“医生，我的脚踝太疼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
医师刘珅接待了一位50多岁的
男性藏民患者。在义诊前一天
这名患者左脚脚踝突然疼痛，体
检时刘珅发现他的脚踝肿胀、发
红，一摸皮肤温度升高，按一下
脚踝，对方露出了痛苦面容，“询
问病史时得知他以前有过外伤，
但不会相隔那么久突然疼痛，又
检测脚踝的稳定性，最后得出结
论是痛风。我建议他第一要降
低尿酸，第二要调整饮食。”

义诊中，刘珅接待了多位50
岁~70岁的病人，仔细询问病史，
做现场体检，不少是因为陈旧损
伤、外伤导致的疼痛并发症，也有
和藏区饮食有关导致的痛风关节
炎。“在明确诊断开具药方后，我还
会告诉他们日常保养，减少疼痛。”

在玛沁县人民医院，复旦大
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副
主任医师赵婧接待了20多位前
来看诊咨询的藏民。赵婧说：

“看下来问题最多的是干眼症，
老年人患白内障、结膜炎比较常
见，这些眼病大多与高原地区紫
外光折射强烈有关。我根据具
体情况，分别建议他们做好防
护、使用眼药水，还有一位有明
显散光问题的姑娘，我建议她去
上一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随
着近年来上海对当地医疗帮扶
工作的展开，院内已经具备不错
的医疗条件，配备了验光、测眼
压等基本的医疗设备，也引进了
一些东部先进的医学理念、培训
机制，这让赵婧感到欣慰。

在海拔4300米的玛多县人

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葛海燕成了当天最后一位接待
完藏民患者的医生。那位男性
病患因为呼吸道不适前来义诊
现场，他被肺结核困扰三年，曾
在华西医院诊断并治疗，治疗过
程很规范。“一般情况下，结核病
的治疗分为短程和长程治疗，通
常在两个月时调整用药，六个月
时评估是否可以停药。但这位
病人并没有按时复诊，只是断断
续续地用药。”葛海燕花了十多
分钟仔细给他分析，最终还是建
议先做胸部CT进行比，“这次义
诊我遇到好几位患肺结核的病
人，这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疾
病，需要藏民朋友注重健康管
理。”让葛海燕感动的是，当他们
准备坐车离开时，这位患者一直
向她招手，说着感谢的话。

其实刚到平均海拔4200米
的果洛时，平时注重运动的葛海
燕有很强烈的高原反应，血氧饱
和度一度掉到了59，但她通过吸
氧、深呼吸并做呼吸康复锻炼，
很快做好调整。这也是她自日
喀则后第二次上高原义诊，“还
是想学有所用，用自己的专业帮
助更多患者。”

果洛州双创青年
得到“一对一”指导

皮质箭筒，嵌有金属装饰的
皮质钥匙扣，拼色牛皮手提包，
玛沁简逸生活店负责人年智尖
措拿来近10个不同品类的手工
制品。果洛州玛沁县山下咖啡
负责人依西卓玛带来了咖啡店
的手幅、挂耳咖啡……在果洛州
青少年学习驿站举行的沪果青
年创新创业交流座谈会上，从事

酒店管理、手工制品、咖啡创新
的果洛州创新创业青年不仅带
来自己的产品，也带来自己对所
属领域的思考，与来自上海青联
的委员们进行思想碰撞。

95后果洛创业青年年智尖
措是皮具手艺匠人，三年前他和
妻子打造了玛沁简逸生活店，今
年扩店后达到了40平方米，有手
拎包、钥匙扣、手袋等20余种皮
具制品。从设计、制图到手工缝
制均自己完成。“这款手包用的
是牛皮、羊毛、牛皮绳，可搭配配
饰，皮具也十分耐用。”因为自己
打板自己做，思路比较局限，年
智尖措很想开拓设计视野，也想
收徒弟来带动产量，更想了解如
何通过线上来推介自己的品牌。

上海市青联委员、上海童优
优商贸有限公司电商主播顾俊
杰从事服装品牌研发和互联网
营销工作，2020 年开始直播带
货。在他看来，手艺人能产出好
作品，但不一定会推广自己，“我
觉得可以拍摄皮具制作过程，用
短视频形式做分发，并在1至2
个单品上做深耕挖掘。”

依西卓玛姐妹开的山下咖啡
就在玛沁县，主要将咖啡文化和民
族内涵做融合创新，店里用藏式咖
啡碗，不久前还上市了黑青稞拿
铁，首次尝试用果洛班玛的黑青稞
酒做黑露拿铁。现场依西卓玛还
展示了用阿尼玛卿山“春夏秋
冬”包装的挂耳咖啡。“我想拓宽
本地咖啡渠道，也想提升线上推
广能力，目前正尝试做短视频。”

上海市青联委员、蓝图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超说，他可以
帮忙对接上海陆家嘴国际咖啡
节，为山下咖啡牵线搭桥，“我觉
得可以借助青联平台，两地形成
常态化的机制，多对接交流。”

浦东新区青联副主席、上海
闽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金
龙则建议，先要了解消费者的喜
好和需求，同时踏准时机，找到
自己的特色，用富有文化内涵的
产品在网上脱颖而出。

作为本次活动的环节之一，
沪果共青团工作交流座谈会上，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向果洛西宁民
族中学捐赠价值23.04万元的护
眼灯。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上海尚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向共青团果洛州委捐助5万元用
于青少年工作经费。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上
海市青年联合会主席邬斌表示，
此次走进果洛系列活动既是学
习之旅、感恩之旅，也是交流、交
往、交融之旅。上海共青团将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做
好项目合作、阵地建设、资源共
享等，进一步提升“三交”工作质
量和深度，持续深化沪青两地团
员和青年交流与合作。

石榴籽一家亲 沪果青年心连心
送健康送演出，上海青联、青文联为青海果洛送去“服务大礼包”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4200米，与上海相距2000多公里。今年是上海对口支援果洛的第15个年头，两地已
结下深厚情谊。8月10至13日，“石榴籽一家亲 沪果青年心连心”上海青联、青文联走进果洛系列活动在果洛顺利开展。
活动期间，团市委相关工作人员、市青联委员、市青文联会员等一行沿着习近平总书记青海考察的路线，前往位于西宁市的
宏觉寺和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开展调研学习。除了捐赠物资、资金外，上海青联的青年医学专家们还送去两场义诊，上海青文
联带去了颇具江南底蕴的文艺演出，两地双创青年积极交流，践行“沪果青年心连心”。 青年报特派记者 周胜洁 发自青海果洛

义诊服务。 本版摄影 青年报特派记者 郭容

文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