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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 本报记者 周涵维 文/图

10月9日至10月15日，记者跟随文化和
旅游部组织的“非遗+扶贫”主题采风活动，走
进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山西省
静乐县、娄烦县，采访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与贫困农户交谈，近距离体验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2018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和国务
院扶贫办综合司发布了《关于支持设立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选取确定第一批10个

“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支持设立非遗扶
贫就业工坊，帮助深度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参与学习传统工艺，激发内生动力，有
效促进就业，持续增加收入，助力精准扶贫。

一年多过去了，记者看到，从深山里的苗
寨到黄土高原上的农家，在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的带动下，龙老香、李促进、辛翠萍等一批
新老手艺人正在回归，苗族刺绣、服饰制作、
织锦技艺、银饰锻制、剪纸等传统工艺正竭力
通过接轨市场，为贫困户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子腊村：苗绣让妈妈回家

花垣县石栏镇子腊村曾经以子腊贡米出
名，现在苗绣和苗族服饰制作又成为另外一张
名片。龙老香是国家级非遗苗族服饰制作的
州级传承人，也是村里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老
师：“现在到工坊来学习的有一百多人，村里的
妇女多少都会点，少的10多天，多的一个月就
能学会基本技巧，学会了就在家里做，旺季每
人每月可以挣3000元，淡季1000多元。”

同村组的龙志银8岁就跟着外婆、妈妈学
刺绣，十五六岁已经可以独立制作苗族传统
服饰，手艺成熟的她是绣娘中的翘楚：“以前
我们绣娘没有机会，现在我每月都有 2000 到
5000元收入。”

村里的订单一部分来自石栏镇的湘西七
秀坊苗族服饰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负责
人石佳介绍说，截至今年 4 月，公司已经免费
培训了建档立卡贫困户100多人，在车间就业
的每月有 2000-6000 元收入，居家的平均有
1500元左右，实现了“妈妈”在家门口就业。

麻正兵是石栏镇文化站站长，也是“让
妈妈回家”苗绣创业就业项目的发起人。他
说：“非遗扶贫工坊为花垣县的文化扶贫探
索出了新的途径，形成了文化精准扶贫新范
式。让拥有苗绣技艺外出打工的妈妈回到
家里来，在家门口从事祖辈相传的手工技
艺，一方面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另一方面，让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得到亲情关爱，实现了

社会和谐发展。”
子腊村的石翠凤就是一位回家的年青妈

妈，以前她在浙江打工，有了孩子后不想再离
开家，“让妈妈回家”苗绣创业就业项目给她
提供了就业机会，居家工作，时间灵活，让她
既能照顾孩子、家庭，又能挣钱。

目前，在花垣县非遗中心的引领和带动
下，全县苗绣企业快速成长，涌现出了十八洞
村合作社、水桶村苗绣合作社、七绣坊、金田
苗绣、五新苗绣、工艺美术厂等一批本土苗绣
龙头企业，形成了高、中、低多层次系列品牌，
苗绣产业初具雏形。

麻料村：一批年轻银匠正在成长

雷山县西江镇麻料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
村寨，鳞次栉比的木质吊脚楼依山而建，深秋
的雨中村寨已有些许寒气。在淅淅沥沥的雨
声中，“叮叮咣咣”敲打金属的声音隐约可寻，
村里的非遗扶贫工坊里，银匠师傅们正在工
作，煅烧银块、打制银条、入模刻花……麻料
村世代以银饰加工为生，手艺代代相传，全村
800多人中 8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银饰制作，
银匠遍布全国各地。

李仕将从 17 岁开始加工银饰，如今已经
30 多年了，他最擅长打制苗族女性挽发髻的
银梳：“早前都是先做好银饰产品，再外出销
售，背井离乡，收入低、不稳定。前些年也去

省内外一些景区打工做各种银器。现在我们
有了自己的品牌，都是订单式，就在家里加
工，平均下来一天能有400元的收入。”

1992年出生的李促进是年轻一代银匠中
的佼佼者，手艺从爷爷、父亲那里习得。高中
毕业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让他选择出外学
习厨艺。“越是离开了这个环境，才越知道了
祖传手艺的价值。”3年后，他选择回村继承祖
辈衣钵。现在他不仅会打制一整套苗族姑娘
嫁衣中的银饰，还专攻手镯制作，将传统技法
和时尚设计相结合，制作出了很多受年轻人
欢迎的创新作品，一年收入能达到 10 多万
元。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希望能做出点自己
的创造，体现自己的价值。

在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带动下，村里的
年轻一代正在回归乡村，1999 年出生的潘元
定在村里的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
承人潘仕学的工坊里当学徒，他介绍说，村里
和他差不多岁数的孩子有 10 多个，目前他知
道的就有近 10 个已经回到了村里，学习银饰
制作。

“现在很多年轻的银匠都回来了，大家
一起做更有力量，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传承下
去。”李促进说。

传统工艺的扶贫力

辛翠萍，静乐剪纸的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因为丈夫早逝，她一个人要养育 4 个孩
子，没有收入，她成了村里的贫困户。为了
生计，她到外地靠干苦力挣钱，日子过得捉
襟见肘。

转折发生在 2016 年，静乐县文化馆发现
了她的剪纸才能，并推荐她到北京参展，没想
到作品一下子就让山西灌木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的老板看上了，当场跟她签约，聘为公司的
产品设计师，每月有 4500 元固定工资收入。
除此之外，县里的利民小学还聘请她教孩子
们剪纸，每月1000元。“剪纸从小就会，小时候
就拿妈妈、奶奶剪剩下来的小纸片剪着玩儿，
没想到这个也能挣钱。”

自己脱贫了，她还带领姐妹们一起剪
纸，附近村庄里 60 多名妇女跟着她学剪纸，

“娄烦县一位小姐妹剪得最好，在一次展览
活动中，一张小猫咪的剪纸卖了 150 元，她高
兴得不得了。”

传统工艺的振兴创造了新的就业机
会。雷山县是一个苗族文化资源大县，有国
家级非遗名录 13 项，省、市、县级非遗名录
224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455人，目前，全县
建有“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51 个。据统计，
2018 年非遗扶贫带动 65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2386 人 脱 贫 。 雷 山 县 副 县 长 周 骆 斌 说 ：

“2018 年，全县以非遗为主的文化产业增加
值为 2.8 亿元，旅游和文化在雷山是能持续
推动脱贫的两个支点，未来，我们要探索如
何让传统工艺和市场经济嫁接好，焕发出新
的时尚和活力。”

市场接轨仍在探索中

“为了赶制用于苗年庆典的织锦，18个姐
妹整整一个月时间就住在我家里，每天加班
到凌晨 1 点，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在拼
命织，才完成了两块宽 76 厘米，总长 19 米的
织锦。”甘小芝是苗族织锦技艺的州级代表性
传承人，对传统手工艺耗时费力，她最有体
会。这也是很多传统手工艺在对接当今市场
时最大的难点，昂贵的人工成本决定了产品
必然价格高昂，只有少数人才能消费得起，市
场受限。

甘小芝说，她的工坊目前最多只能带动
30多人就业，“订单就这么多。”

中国手艺网的工作人员郝秦玉说，他们
网站曾经做过一个市场调研，大概300元左右
价格的传统手工艺产品销量最好。甘小芝也
说，她的产品中，目前最好卖的是 300 元到
2000元一条的围巾。

如何适应市场，从作品转变为产品，再成
为商品，传统工艺与市场的接轨仍在探索中。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帮手艺人回归 助贫困户脱贫

辛翠萍展示剪纸作品。

普洱老茶系列暨茶诗书法展
将在京首展

日前，记者从“普洱春秋——普洱老茶系列暨茶诗书法展”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陕西省政协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员会、澳门基金会主办的展览活动将于11月11日在北京
开展。展览活动将展出完整系列的普洱老茶及与茶有关的诗词书
法优秀作品，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及推进茶文化与“一带一路”倡
议的契合，促进茶产业走出去与创新发展。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沈立江表示，这样的展览在国
内尚属首创，将展出现存完整系列的普洱老茶。这些老茶穿越历
史时光，记载着普洱茶发展的脉络，也记载着茶文化背后的社会发
展。这将是一次体现茶业界、文化界、政协组织、澳门同胞等各方
面大联合的展览。

据主办方介绍，将于下月展出的茶诗词书法作品是中国书法家协
会主席苏士澍及理事卢中南所书。这既是中国大书法家首次专门为
茶而书，也是茶诗词为数不多的高端书法作品集中出现。中国书法
家协会理事卢中南说，即将展出的茶诗书法作品约四十首，其中十
六首是中华诗词学会教培中心导师潘衍习先生特意编撰的普洱茶
诗，表现了中国茶上下几千年的文明渊源。 本报记者 李锐

人民数字智品频道上线
打造“人民智品”全媒体传播平台

以“智造·新巅峰”为主题的人民数字智品频道上线暨人民
智品平台发布仪式近日在人民日报社举行。人民数字联合中联
智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推出智品频道和人民智品全媒体传播
平台，旨在依托人民日报社的权威媒体平台和人民数字的强大
传播渠道，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
中的深度运用，为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法和更多智慧的生活
方式建言献策。

据人民智品项目负责人贺天星介绍，“人民智品”平台的定位是
“六位一体”：智能产业权威信息平台、智能产业专业服务平台、智能
产业技术聚合平台、智能产业可视化平台、智能产业孵化平台、智能
产业产品发布平台。他表示，未来智品频道将涵盖信息分享、政策
解析、智能技术、智品发布、智慧生活、智能扶贫、智慧文化、智能舆
情等几大领域，通过丰富的内容互动体验和定制化的信息宣传，为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提供智能产业实时发展动态参考，让更
多人深入了解智能产业的发展趋势。 本报记者 牟汉杰

广西巴马
“长寿之乡”脱贫更展魅力

素有“世外桃源”“长寿之乡”美誉的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是
一个山清、水秀、洞奇、民淳、人寿的长寿文化旅游名县。然而，由
于喀斯特地形地貌，土地瘠薄，当地部分群众依然贫困。今年8月
份以来，巴马瑶族自治县紧紧围绕整县脱贫摘帽目标，创新出台

“一周一任务清单、一周一村例会、一周一核查、一周一通报”的工
作制度，通过量化积分管理办法，举全县之力，下“绣花”功夫，帮助
群众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业等增收致富。县乡基层文艺
工作者创作编排了一批鼓舞斗志、战胜贫困的文艺作品，激发干部
群众全力冲刺决胜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热情，确保打赢打好
整县脱贫摘帽这场硬仗。脱贫摘帽后的瑶乡巴马，作为养生旅居
福地将更加美丽令人神往。 王峰 桂文

渔村文化 滋润童心

10月16日，浙江省建德市三都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园内的
一处“渔村文化”展示角，认真听着老师现场用陈列的鱼篓、船
桨、渔网等实物讲解当地传统捕鱼的文化知识及使用方法。近
年来，该园根据当地弘扬传统渔村文化的浓厚氛围，积极在校园
周围收集或制作有关传统渔村文化的实物与展板，让孩子通过
眼睛看、耳朵听、亲手画等形式，更好地培养他们对传统渔村文
化的兴趣和认识。 宁文武 摄

现代吕剧《一号村台》
记录黄河“滩区巨变”

国庆节前夕，由山东省吕剧院经过近两年的采风、创作、编排、
试演的大型现代吕剧《一号村台》，在济南百花剧院等剧场持续上
演。该剧客观呈现了山东省东明县黄河滩区儿女战天斗地的创业
精神，滩区建设者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和党员干部百折不挠的黄
河精神，反映出当地党委政府在黄河滩区迁建中上下同心、攻坚克
难、不等不靠、敢为人先的干事激情和担当精神。

在脱贫攻坚进程中，黄河滩区脱贫迁建是重大政治任务，更是
一项惠当前利长远的重大民生工程、德政工程。该项工程推进以
来，山东省吕剧院就派出以国家一级编剧、江苏省戏曲现代戏研究
会副会长陈明为首的创作团队，深入滩区脱贫一线记录创作，以成
功建设的“1 号村台”为原型，请来以谭连华为代表的多位国家一
级演员参与演出。整台演出感情细腻动人，场面宏大震撼，唱词精
彩准确，唱腔优美激昂，人物刻画到位，画面美轮美奂。

王恩标 本报记者 吕兵兵

□□ 潘志远 本报记者 孙眉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利津街道綦家嘴
百果园内歌声嘹亮、彩旗飘扬，东津渡文化旅游
季暨第六届“源通地产杯”綦家嘴乡村文化旅游
节在此开幕。綦家嘴村支部书记杨振河向记者
说道：“我们已经连续举办六届乡村文化旅游节
了，本届旅游节设置了篝火晚会、葡香音乐汇、田
园诗会、摄影采风等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吸引了
大批城里人来观光游玩，进一步提升了綦家嘴的
知名度，树牢了葡萄产业振兴的品牌形象。”

据了解，此次文旅节是首次以“东津渡文化
旅游季”冠名，旨在整合区域内文化旅游资源，让

更多的人知道这处文旅融合发展的新高地。近
年来，利津街道推出了一套文旅融合发展的“组
合拳”，让特色产业品牌有了展示的舞台。

“我们是从河口过来专程参加这个采摘节
的，前期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相关的持
续宣传报道，感觉活动形式很新颖，内容也很多
彩，决定带孩子来体验下。”游客蔡炳国向记者
介绍说，“果然没让我们失望，葡园寻宝、亲子
嘉年华等活动让孩子玩了个痛快。”据了解，为

了扩大宣传面，利津街道下足了功夫，采用微信
转发集赞、限时秒杀、随手拍集赞排名等活动吸
引游客前来，其中，转发集赞活动微信转发量达
6万余人次。

游客慕名而来了，想要赢得金口碑，还要保
证活动质量。利津街道结合东津渡教育康养度
假区康养、幼教等文化特色，围绕綦家嘴果蔬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定位，大胆选用形式新颖、内
容充实的文艺节目，呈现高品质“东津渡”文化盛

宴。举办了2场专场文艺演出，邀请吉尼斯世界
纪录保持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家级比赛获
奖选手等，融合了歌舞、杂技、魔术、乐器演奏等
文艺形式。设计和使用了灵动的卡通人物形象
代言人，并制作了动画片。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亲子嘉年华的活动盛
况，活动设置了疯狂指压板、愤怒的小鸟、最佳奥
斯卡等环节，30 多组家庭共享了亲子美好欢乐
时光。

文化筑起了“巢”引来了“金”凤凰。据利津
街道宣传委员孙鹏江介绍，开幕式当天，游客量
达到 1.2 万余人次，几天来共接待游客 3.6 万余
人，卖出葡萄约12.8万余斤。

山东利津：文化筑“巢”引“金”凤

扶贫故事改编电影《毛驴上树》走红网络
一部聚焦扶贫题材、讲述基层脱贫攻坚故事的网络电影

《毛驴上树》近日热播引发关注，被业内称为网络文艺深耕现
实、创新表达的一次成功尝试。

作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这部聚焦
扶贫题材的网络电影以兰陵、费县、蒙阴等地多位驻村第一书

记的真实故事为原型，讲述了脱贫攻坚战中驻村第一书记勇于
担当，用真诚、智慧化解村里的一系列冲突，带领贫困山村党员
群众强村富民的故事。

自 9 月 19 日上线以来，《毛驴上树》票房已逾千万，有超过
40万条的网友点评。 新华社记者 张漫子

□□ 本报记者 程天赐 文/图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近日，由江苏省
文旅厅和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9 中
国（徐州）汉文化旅游节开幕，汉文化之城徐州再

扬汉风。中外嘉宾、游客兴致勃勃走进徐州市城
乡，共赴汉文化之约，共享汉文化之美。

汉文化旅游节提升了徐州“楚韵汉风”的文化
魅力，增强了徐州“南秀北雄”山水美景等旅游品
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推动徐州城乡旅游业发

展、提升徐州旅游文化的地位和品位，使旅游业成
为徐州新的经济增长点，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徐州古称彭城，是汉高祖刘邦故里、两汉文
化发源地。一年一度的中国（徐州）汉文化旅游
节，是徐州最具代表性的汉文化节庆品牌。今年
的汉文化旅游节是徐州文化和旅游融合后首次
举办，纳入了更多文化内容，推出了户部山汉服
嘉年华、最美汉服推广大赛、“国潮汉风”徐州博
物馆之夜、汉乐之夜、青春嘉年华、炸舞阵线国际
街舞总决赛、汉王音乐节、房车巡游、徐州汉风书
法展、金石文化篆刻展等 13 个核心活动。实现
了多领域跨界合作，活动精彩升级。

汉文化元素引发共鸣。本届汉文化旅游节
突出汉文化的体验感，聚焦汉服这一极具美感和
诗意的文化符号，将汉文化概念转化为可触、可
感的文化认知，让行汉礼、赏汉乐、穿汉服、书汉
字、诵汉赋、品汉宴等汉文化体验渗透到老百姓
的生活场景中，引发更多的文化共鸣，促成更广
泛更自发的文化传播。文化旅游节期间，推出了

“穿汉服免费游景区”等优惠政策。游客穿汉服
可以免费游览云龙湖景区（水上世界）、户部山古
民居、龟山景区、蟠桃佛教文化景区、马陵山和艾
山等景区。

月光文旅开启文化夜宴。汉韵情景剧《汉风
飞扬》作为人民舞台驻场节目，长期为市民服
务。该剧彰显出古老彭城六千年深厚文明积淀，
再现了大汉雄风和文华盛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
今天徐州的华丽转型。同时，“国潮汉风徐博之
夜”每周六晚在徐州博物馆进行实景演出，为游
客带来唯美视听体验；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的

“汉乐之夜”和汉纳演艺中心“徐州之夜”等晚间
文艺演出，都为游客“白天看景晚上看戏”提供了
更多选择。

徐州市文旅局负责人表示，“作为两汉文化
发源地，徐州始终以传承和发扬汉文化为己任。
举办汉文化旅游节，在新时代为徐州的改革发展
凝魂聚力、抒情放歌，这是一场旅游文化的盛会
和百姓欢乐的节日。”

江苏徐州：汉文化旅游节文旅融合靓品牌

汉服嘉年华汉服嘉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