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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万里达汽修厂，不慎遗失云南省国家
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一份（记账联、存根联），发票代码：
153001614040，发票号码：01649495，发票已填开。

■吴佳顺，不慎遗失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一份，交强
险单号：805072017533496001827，流水号：16104979596；
商 业 险 单 号 ：805112017533496001017，流 水 号 ：
1610135891。

■刘勇，不慎遗失由迪庆康辉旅游汽车公司开具的
押金单一张，金额：30000元，车辆号牌：云R20399。

登报作废

■香格里拉县神雕风味小吃格咱路店，不慎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证号：云国税字53290119760308162401号。

■香格里拉县神雕风味小吃格咱路店，不慎遗失发票
领购簿一本，号码：53290119760308162401。

■维西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33423100001917。

■香格里拉市玛琅酥油茶馆，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证号：云地税字53342319750320132801号。
■迪庆汇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00MA6K5TTC5N。
■香格里拉市三棵树涂料专卖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33421600057591。 遗失声明
■水甲小卖部，不慎遗失临时税务登记证（正本），证

号：云地税字533421194305012159号。 遗失声明
■香格里拉市雪山信息服务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33421600067752。

■维西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董荣禄，营业
执照注册号：533423100001917，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市联鑫科技信息有限公司，葛南生，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21MA6K6M5P5U，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县虎峡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杨浩，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533421NA000062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注销公告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于
2016 年 7 月至 8 月实施督察进驻，组织对内蒙古、黑龙江、
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等8省（区）开展督察工
作，并于2016年11月全部完成督察反馈。8省（区）党委和
政府高度重视，按照要求组织制定了督察整改方案。根据
要求，督察整改方案应通过中央和当地省级主要新闻媒体
向社会公开。为规范公开形式，强化社会监督，国家环境
保护督察办公室专门致函 8 省（区），要求利用“一台一报
一网”（“一台”即省级电视台，“一报”即省级党报，“ 一网”
即省级人民政府网站）作为载体，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完
成整改方案公开工作。其中，省级电视台播报整改方案公

开通稿，包括督察整改工作思路、目标、主要任务和具体措
施，以及时间安排、责任单位等内容。省级党报全文刊登
公开通稿。省级人民政府网站公开督察整改方案全文，并
在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网站同步公开。

8 省（区）高度重视督察
整改方案公开工作，截至 4
月30日，均已按要求完成督
察整改方案公开。国家环
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协调有
关中央媒体同步进行了公
开。 （州环保局供稿）

他是《人间四月天》里的徐志摩，是《似水年华》里的修书
匠，是《橘子红了》里的痴情男，在70、80后的印象中，黄磊总
是那个眉眼如画、长发飘飘，隐隐地透出忧郁书卷气的文青，
而现实中，他乐观、豁达，甚至有着超出常人的智慧与处世哲
学，他说，“生活就要么么哒，要敢于擎着一颗悲观主义的心
乐观地活着……”

5月11日，黄磊执导的首部电影——《麻烦家族》全国公
映，影片从“家”的视角，把一个看似简单的家族故事讲得既
温情感人又诙谐幽默。而对于转型“导演”的黄磊，从舞台剧

《暗恋桃花源》到民国剧《天一生水》，出道24年，他从未离开
这个行当。彼时彼刻大银幕作品的推出只是种水到渠成的

“成全”。
对于制片、老板的标签，黄磊喜欢人们叫他“黄小厨”；对

于演员、教师的身份，他更钟情成为一个好“父亲”。黄磊说，
自己生命中的第三个小天使即将降生，这让他既激动又兴
奋。“工作不会成为我人生的必需品，享受美食与爱情，家庭
的和谐美满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我是文青，更是“黄小厨”
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学会享受美食，珍惜身边的人，全身

心地去拥抱这个世界。与各种标签比起来，我更喜欢大家管
我叫“黄小厨”，因为他是另一个更真实的“我”。 ——黄磊

1990年，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读书的黄磊，被著名导
演陈凯歌一眼相中，出演了由史铁生小说改编的影片——《边
走边唱》，并最终凭借此片，在第44届戛纳电影节中崭露头
角。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的黄磊，随后参演了张国荣主演的

《夜半歌声》，转年推出第二张音乐专辑《我想我是海》，清新、
帅气的形象让其名声大噪，无论是在影视圈，还是在音乐领
域，黄磊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最炙手可热的艺人之一。

接踵而来的片约并没有让年仅26岁的黄磊收获太多的
成就与认同感，更多的时候，他一直在琢磨，自己为什么拍
戏，什么样的戏是自己喜欢的，拍戏的目的又是什么？直至
1997年他出人意料地做出留校认教的决定，“我最怀念的还
是上学时，和同学们一起随着戴锦华老师的同声传译看电影
的日子。”黄磊咂着嘴回忆道，“算是一种情怀吧！那时的我
真的不想太早离开校园。”

走上讲台的黄磊，以其幽默却不晦涩的讲课风格，吸引
了北影许多学生前来排队听课，海清、李解、王东方都曾是他
的学生，连台湾的陈柏霖、林依晨、曾宝仪也都是他在中国台
湾交流课上的旁听生。和这些“学生”的关系黄磊坦言是“亦
师亦友”，“我们经常聚，前段时间老师过生日，我和学生们
还给老师庆祝完生日，又找了个地方继续吃、继续聊，跟一家
人似的。”

喜热闹，更喜一人独处。没有工作时，黄磊喜欢读读书，
听听音乐，拉拉片子，对于这种名副其实的“文青”做派他笑
着不置可否，“如果你非说喜欢读书，喜欢黑胶，总做一些和
旁人不一样的事，这就是文青的话，那我的确挺文艺的。”从

《魔戒》到《三体》，从杨绛的《走在人生边上》到木心的《从前

慢》，黄磊如数家珍、信手拈来。
游弋娱乐圈几十年，黄磊已把得失名利看得很透，“什么

算是成功，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工作努力出色，却没有
了和谐的家庭算成功吗？为了家庭而放弃理想算成功吗？”
在他的眼中成名不易，做人更不易，“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学
会享受美食，珍惜身边的人，全身心地去拥抱这个世界。与
各种标签比起来，我更喜欢大家管我叫‘黄小厨’，因为他是
另一个更真实的‘我’。”

朋友是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我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适合这个人物角色，绝不仅仅

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 ——黄磊
本着这种不变的真诚与自我，黄磊用20多天的时间拍完

了自己第一部大银幕作品——《麻烦家族》，欢笑中不失温情，
吵闹间尽显真爱，尽管在剪辑中有些遗憾，但承认收获颇丰。
说起电影背后的故事，黄磊介绍许多人和事都来自自己身边
……片中老两口离婚的起因，是他从林心如的自传中读到的；
自己在片中“直男癌”的定位是他身边的某位朋友。虽然翻拍
自日本电影《家族之苦》，但黄磊执拗地讲述着一个关乎中国
家庭、亲人之间“被忽略、被遗忘，不懂感恩”的故事。

影片《麻烦家族》除了有海清的加盟，何炅、孟非、岳云鹏
一干好友的助阵，也让许多人看到黄磊在圈子里的好人缘。

“我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适合这个人物角色，绝不仅仅是因
为他们是我的朋友……”黄磊说，“你不会对他们的出现感觉
突兀，因为他们有许多都是本色出演，角色定位也很类型化。”

不可否认，在黄磊心中“朋友是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因
早年钟情话剧，从《暗恋桃花源》《家》到《四世同堂》，他和赖
声川、田沁鑫、孟京辉成为了好朋友，并由此发起了戏剧界最
具影响力的乌镇戏剧节；因与何炅、孟非的“哥们”关系，他听
从建议创建了以美食、集市为主的“黄小厨”品牌，黄磊说，朋
友不仅仅会给他许多帮助，更多的时候，能支持他一些疯狂
的想法。“我甚至还提出过‘泛文化’的概念，想成立一些教
育机构，让更多的孩子去熟悉、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
理念。”黄磊畅想着自己未来的多种可能。

从2014年开始，黄磊一直很忙，从《极限挑战》《非诚勿
扰》，再到今年的《向往的生活》，马不停蹄地录制让他有些疲
惫，2017年，他挠了挠头，告诉“星青年”，自己会适当地放下
工作，回归家庭，因此很多宣传、访问他都拒绝了并玩笑地
说，“有时候人是要对自己狠点的，时间，挤挤总会有。”

22年的爱情可以这样保鲜
我一直在告诉多多和妹妹，爸爸第一爱的永远是你们的

妈妈，然后才是你们，因为没有她，就不会有你们，就不会有
爸爸现在的幸福。 ——黄磊

诚然，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也是最温润的滋养。
回想2004年黄磊和孙莉两人结束了9年的恋情，踏上婚姻的
殿堂，这一晃12年已经过去了，黄磊甜蜜地说，虽然爱了22
年，但他“没爱够”，两个人的感情仍然如初恋般的历久弥新。

“就算现在我俩在一起逛街，有时我也会情不自禁地去
吻她的手……”，面对星青年一脸疑惑，他还信誓旦旦
地强调着“我经常跟我老婆撒娇，即使出差，我们不在
同一座城市，我也会早上起来给她发个微信，问个早
安，她也会给我回一个‘亲亲’的表情。”

看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黄磊心中从来都
不是一句空话，因为这种爱，实实在在地渗透在两个人
在一起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和孙莉认识
了22年，但我们就像22岁。你要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
是爱情，它胜过友情，超越亲情。”

5月的北京，初夏的气温已飙至30度，黄磊对于第
三个宝贝的降生，有些期盼，有些热烈，有些感慨。 大
女儿、二女儿的出生似乎就发生在昨日，初为人父的喜
悦，却从未消失，“我一直在告诉多多和妹妹，爸爸第一
爱的永远是你们的妈妈，然后才是你们，因为没有她，
就不会有你们，就不会有爸爸现在的幸福。”

（人民网）

黄磊：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1、你在谈起电影《塔洛》的时候，说孤独是有形状的？
是一种说法吧。《塔洛》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小说改编

成剧本。塔洛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跟现实之间没有太大
的关系。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着自己的羊群，不了解外面的
世界。然后他下山办理身份证的时候遭遇了一些事情，包
括爱情。创作小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一个形象，“塔洛
留着一根小辫子，在他后脑勺晃来晃去”，很扎眼。小说里，
对他个人的生活状态没有太多描写。他遇到杨措，上山以
后把羊卖掉又回到县城里面，小说里一句话就带过了。电
影需要具体的呈现，通过影像来塑造人物。他在山上的部
分，16分钟没有台词，所以需要很多的经验去塑造他孤独的
生活的状态，如果没有这种孤独的体验拍起来应该很难
的。这和我的成长有关系吧，我小时候也放羊，一个人在一
个空旷的地方长时间待着，就会有那种很强烈的孤独的感
受，有了这种体会之后才有可能拍这些。

2、“塔洛”在藏语里有逃离者的意思，你也有这种逃离
者的体会吗？

我想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塔洛吧，都在不停地逃离和
回归着。在草原上，在自然的怀抱里，你能看见高天厚土，
感觉到渺小，就像一颗尘埃，但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
城市，在成千上万人中，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消失了，完全找
不到自己，有一种丢失了自己的感觉。每个人对孤独的认
识也不一样，塔洛可能只是单纯地觉得寂寞，他要逃离自己
当下的处境。没有受到诱惑的时候，那种孤独是可以忍受
的。但是塔洛爱上杨措，他就卖掉羊，下山去，剪掉了小辫
子。虽然他没有找到想要的生活，但是再也回不去了。

我生长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一个村子。在县
城读的初中，然后到州上上师范。后来又考大学到兰州，再
有机会到北京上了电影学院。心里不安分，想着要出去，到
大地方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是一个逃离者。

3、你曾辞掉了公职去考大学，像塔洛卖掉羊去找爱情？
我从州上的那个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就回老家

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工资 99 块钱，那时候觉得是挺多的
钱。拿着这些钱去县城买了一些书，有一套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的《红楼梦》，很精致，我是在那时候把《红楼梦》给
看完的。小学老师什么都得教，汉语文、藏语文、数学、思
想品德、音乐……干了四年，我想改变一下处境，就想着
考大学。因为分配的时候跟教育局签了六年合同，当我
提出要考大学时，他们让我写了一个保证书，考不上也不
能继续当老师的保证书。我二话没说，在报名的地方要
了一张纸，在窗台上面写了一份简短的保证书。这件事
当时在我们那儿还挺轰动，毕竟当老师是正式工作，挺稳
定的。那时候父母的想法其实就是你找到一个工作，成
为一个干部，所以家里也反对。但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唯一能想到的出路就是考大学。

4、你考上大学之前就开始写作了吗？
是。那是一种很自发的创作，一种很自发的表达吧，写

完不会拿出来给别人看，也没有写完东西要发表的概念。
发表是上了西北民族大学之后。大一的时候给老师看，他
觉得还不错让我投稿，然后就找了地址投稿。小说《人与
狗》发表在《西藏文学》杂志上，当时在班里很轰动。杂志社
给我寄了样刊，给了十几块稿费，我拿去请大家喝酒了。我
们学校只要发表文章就有加分，我发了好几篇，记得毕业时
我的综合成绩是班里第一。

5、《人与狗》是你的处女作？
是。故事发生在山上，有一只狗，有三户牧羊人家。一

天晚上，一户人家娶亲，一户人家有人生病，一户人家孩子
要出生。这时候狼来了，狗叫，追赶那些狼，也提醒这些人
家。后来因为狗受伤了，叫得特别凄惨。他们觉得这是不
吉利的事情，就出来打狗。早晨人们起来的时候下雪了，狗
死了，很多羊也死在雪地里。这是我把听过的一些事情加
上自己的体验感受写成的。

（问：故事很沉重。觉得你是个很敏感的人，敏感的人
适合创作，可敏感也会很容易受伤害。你通过写作来纾解
这些吗？）

这种说法对我没有意义。比如你说，有些东西写出来
了表达出来，就解脱了。其实不是，你写了你表达了，困扰
你的东西依然困扰你。就像《塔洛》《老狗》，你看见这些现
状，你表达了，拍成了电影，但是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些痛
苦没有因此就离开你，反而可能更紧地跟上了你。我想这
个（敏感）对创作者也是财富，如果没有，你很难写出好的东
西。这个是命运带给你的，所以不存在化解，你能化解你的
命运吗？我觉得这是注定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
样的气质。你是一个简单的人，快乐的人，你可能容易感觉
到幸福；你敏感，也许注定你就可能是个痛苦的人。

6、拍电影是你儿时的梦想吗？
小学是在村子里上的，我们村子在黄河边上。那时候，

经常放那种露天电影，放的基本都是一些革命题材的片子，
几乎每个月都放一两场。一些电影我看了很多遍，对电影
很好奇。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村里来了一支勘探队
在黄河边上考察，要修一个水电站。那个勘探队会放一些
内部影片，像《狐狸的故事》《佐罗》《十万火急》什么的，还有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初中在县城上的，城里有电影院。
高中在州上，每个周末都去看电影，像《人生》，还有美国那
个科幻片《超人》都看过，完全不同的东西，给我很多启示。
我特别喜欢电影，这种热情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那时候
确实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做一个电影导演啊什么的，没有想
过，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遥远、不太可能的事情。

7、是怎么走上电影导演这条路的？
我大学读的是藏语言文学专业，跟电影没有什么关

系。毕业去机关做了几年公务员。后来又去读硕士，藏汉
文学互译专业，还是和电影没关系。但是对电影的热情一
直没有减退。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基金，资助藏区的很多项
目。我就写了一个申请，说自己特别想学电影，那个申请马
上就批下来了。我得到了这个基金的资助去了北京电影学
院学习。2003年，拍了我的作业短片《静静的嘛呢石》，然后
又把这个短片的故事扩充成我的第一个长片，片名还是《静
静的嘛呢石》，之后相继拍摄了《寻找智美更登》《老狗》这三
部，有人说是我的“故乡三部曲”。有时候想想自己进入这
个圈子，拍了电影，是件挺魔幻的事情。

8、你的藏地三部曲，包括《塔洛》，展现的都是现实的藏
区生活？

有些人觉得我的电影中的藏区不够美轮美奂，但真实
的藏区就是那样。在上电影学院之前，我看了很多电影，也
有一些藏族题材的，那时候就想如果自己也有机会拍电影
的话，可能通过电影比较真实地反映自己民族的生存状况
或者自己民族的文化，所以，我拍出了我眼里真实的藏区。

9、《塔洛》是在你老家的村子里拍的，在你离开的这些
年，老家变化大吗？

当然改变了，每当离开一段时间回头再看，老家就会有
变化。其实我也在改变，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是每次回
去都有一种失落感，心态很复杂。

要拍电影，就要在北京，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这里。电
影是一个工业，后期制作呀什么的，都需要在这里完成。如
果写小说的话，我还是愿意去小地方，回到老家的村子里
面，安安静静地写。

10、在表达上，写小说拍电影，你更喜欢哪种方式？
两种我都喜欢。文字有文字的优势，影像有影像的优

势。文学创作可能更接近内心，是一种自由的创作，没有限
制，有一个灵感来了，然后你组织语言写出来。电影受外在
的影响更多一点，各种限制，题材、资金、制作等都会限制你
的创作。如果你既希望有商业的成功，同时又希望在艺术
上有所突破，两方面达到平衡其实很难，一方面会削减另一
方面。但电影也有它很独特的魅力，这个东西很微妙。文
学作品完成了，发表不发表，我自己无所谓，但电影拍出来，
它跟很多人有关联，所以你得想办法让更多人看见。

11、比起你的其他作品，《塔洛》应该算是被更多人看
见了？

还可以吧。《塔洛》算是我第一部在全国公映的电影，这
次《塔洛》进入了全国的院线，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事情。《塔
洛》的制片方对我的创作没有干扰，剧本怎么写，到市场上
能不能赚钱，都没有任何限制。所以创作上就比较自由，纯
粹，你只需要找到自己最好的表达方式去拍就可以了。每
个作品都有它的命运，这个就是《塔洛》的命运。

12、从作家到导演，转换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文学创作，因为受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个老师具体指

导，都是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自己阅读琢磨，
自己练习写作。相比较，做导演就如同走了捷径，在电影学
院每个老师都给你很专业的指导，去看什么电影，应该怎么
做等等。所以这种转换是在对电影的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
逐渐完成的。你对这两种艺术表达形式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之后，就能够按照各自的规律去完成创作。我想，之前的写
作经验对我做电影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后来做电影对我的
写作也很有帮助。

13、在电影学院系统学习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导演和
影片？

阿巴斯的电影。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看他的电影时挺震
撼的。朴素、克制，也很有力量，电影氛围和情绪，让我沉浸
其中，一些很相近的东西打动我。那段时间，我集中把伊朗
电影都看遍了。那些村庄、街道、小人物的生存，一些说不
清的气息和藏地很像。

14、从阅读上，什么作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看的东西很多也很杂，仔细想起来有影响的应该是小

时候看的连环画小人书吧。初中时候周末会去县城，两分
钱可以看一本小人书，拿着一毛钱就能在书摊上看一天。
就那样看过很多小人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杨家将》都
是先看的小人书。（小人书）又有文字又有图画，而且叙事是
连贯的，现在想想相当于电影的分镜头。那些东西影响了
我，训练了我用画面叙事的思维。

15、在创作上，如果可以古今中外和任何人对话，你会
选择谁？

我不太想对话。关于创作，我不想和谁聊。这是个很
个人的东西，也是个很难说清的事情。我更愿意保持一点
神秘感。就像总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个人
物？你的电影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觉得一部作品完成后，
它有自己的命运，读者观众也有自己的解读。又不是数学
题，读者观众看完了，拿出一些答案，和作者本人的答案去
对照，那创作还有什么意义？我也不太喜欢写散文，不喜欢
写写实的东西，讲自己的生活。

16、《塔洛》之后有什么新的拍片计划吗？
还不太确定，手上面有几个项目，也都在谈，在选择。

但有一个东西我想做，叫《永恒的一天》，是一部魔幻现实主
义风格的电影。讲述了一个人一天里面经历了他的一生，
一个人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都凝聚在这一天里，经历
了春夏秋冬，也经历了生老病死。我很想在拍摄上多做一
些尝试，希望和我以往的电影都不一样。 （北京青年）

万玛才旦：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
万玛才旦，藏族，电影导演，编

剧，双语作家，文学翻译者。已出
版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

《岗》；汉语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
《嘛呢石，静静地敲》《死亡的颜色》
《塔洛》；翻译作品集《说不完的故
事》《人生歌谣》等。小说作品获得

“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多种奖
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
捷克等文字译介到国外。2003 年
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以拍摄藏语母
语电影为主。“藏地三部曲”《静静
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
狗》获国内外多个电影节奖项。拍
摄于 2015 年的剧情片《塔洛》获得
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
剧本等多项大奖。2017 年 3 月 19
日，《塔洛》再次斩获第八届《青年
电影手册》“年度影片”“年度导演”

“年度女演员”三项大奖。

遗失声明

第一批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全部公开

香格里拉市格桑丹增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注
册号：533421000021388，法定代表人：格桑丹增），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2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2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香格里拉市格桑丹增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5月24日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