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陲小镇的浓郁文化

松潘，古名松州，四川省历史名城，是历史上

有名的边陲重镇，被称作“川西门户”，古为用兵

之地，是前往九寨沟的必经之地。这里原是川西

北草地，方圆数百里，历史上一直属松藩县管辖，

故又称“松藩草地”。境内草地无垠，雪山丛列，

草地里有很多沼泽地，这里更有高入云霄的大雪

山。

松潘县历史悠久，藏、羌、回、汉各民族长期杂

居，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孕育出了浓郁的地

方风情和民族文化。同时松潘也拥有许多浓郁民

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民俗工艺品有唐卡、藏刀、刺

绣、雕刻、珠宝首饰等。当然还有丰富的土特产品，

高原绿色的肉食品牦牛肉，稀有野生菌类等都是馈

赠亲朋好友的不错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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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北靠九寨沟，东依黄龙，西接若尔盖大

草原，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松潘这座小城成为川西

北重要的旅游中转站和目的地。同时，松潘凭借

其丰富的历史背景，成为一个令人无限敬仰的革

命圣地。本期《星乐游》将以“秀美松潘”为主题，

介绍松潘旅游胜地以及部分红色景点背后蕴含

的革命意义。 凌晓伟记者王玮伟/文

突如其来的“5·12汶川大地震”对松潘的

社会生产及人民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危

难时刻，远隔万里之遥的安徽人民伸出了援

手，用三年时间，围绕“打造松潘国际旅游胜

地”的总体目标，在川西北高原建起了一座现

代化旅游新城。据悉，安徽对口支援松潘总投

入援建资金21.3亿元。有三万名援建人员，在

三千米雪域高原，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建成三

百多个项目，圆满完成援建任务。

继“走进红色松潘，感受爱心援建”活动在合

肥举办以来，获得了极大的号召力。据安徽省驻

松潘援建办消息显示，此次援建本着着眼松潘长

远发展，建设一批公共服务设施，使公共服务功

能显著增强。新建的松潘中小学、文化中心和县

委党校等为松潘全面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持；设

备先进的松潘医院，提高了松潘医疗卫生保障能

力；功能完善的川主寺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集

散提供了便利；行政服务中心、徽苑小区和福利

院建设，增强了社会管理和保障能力；新建的松

潘第二自来水厂，提高了供水安全标准。

松潘一直都是一个旅游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靠近九寨、黄龙两大世界自然遗产的地理位

置，这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为松潘发展旅游提供

了便利。另外，松潘众多的红色景点也受到不少游

客的欢迎，他们都想到当地身临其境，重温史实，体

会什么是长征精神，感受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

据了解，松潘县城内有众多红色景点，以红

军长征纪念总碑碑园和毛儿盖会议遗址为代表

的“长征诗史”是松潘县重要的历史文化人文景

观。1935 年 5 月到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进

行长征时，曾经在这里几度爬过雪山，跨越草地，

举行过重要的会议，进行过激烈的战斗，这是红

军长征中最为艰苦的一段历程，有着深刻的历史

意义。

长征精神将代代相传

转山会：转山会是藏族以朝拜神山、崇拜万物

或为纪念藏传佛教各教派始祖大师而举行的转山

祈祷活动。

卓锦节：卓锦节是夏日里盛大的野餐聚会。每

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开始，牟尼沟农闲藏家互相邀

约，在风景优美的上搭帐篷游乐狂欢。

庙会：每年农历六月初十起，各地香客、商贩、

游人云集，或骑马、或乘车、或徒步，带上炊具、帐篷

前往黄龙古寺汇聚。集会上，举行藏戏表演、民歌

对唱；青年壮士们，还要进行摔跤、射箭等活动。六

月十五是节日的高潮，人们升起篝火载歌载舞，通

宵达旦。

松潘特色民俗活动

走进松潘走进松潘感受爱心援建感受爱心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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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川爱心友谊不间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