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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它是中华大地璀璨夺目的文化瑰
宝，也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生动
的载体之一。指尖飞舞，薪火相传，一根
小小的针与几条彩线完美融合，让云南
楚雄彝绣之技在滚滚历史长河中传承了
1700余年。

楚雄州牟定县蟠猫乡阿纳哩村村民
金瑞瑞说：“彝绣是小时候妈妈绣在衣服
上明艳的花朵，是长大后一家人赖以生
活的手艺。”到金瑞瑞这一辈，彝绣已经
传承了八代，深深植入家族血脉。

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不断碰撞，
让楚雄彝绣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走进了
更多人的生活，真正从传统手艺变成了
文化产业。这些年，楚雄州出政策、真投
入、重创新，推动楚雄彝绣走出了一条绣
品变商品、绣片变名片、秀场变市场的文
化产业创新之路。

如今，5.7万名绣娘、530多户彝绣经
营户用一根小小的绣花针，“绣”出了
2.45亿元的大产业。这是一件值得庆幸
的事情，庆幸产业发展带来的兴村富农
巨大红利；这也是一件值得令人思考的
事情，在文化瑰宝“辈出”的当下，缘何楚
雄彝绣做到了？

保护好、传承好是基础

保护好、传承好是发展好的基础。
2009年，楚雄彝族刺绣被列为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2014年，楚雄彝族服饰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省队”到“国
家队”，楚雄彝绣的传承与保护迈上了更高
的台阶，也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楚雄州委宣传部部长李汶娟介绍，
这几年，楚雄州借助深化沪滇、闽滇文化
合作交流契机，让楚雄彝绣走进北京国
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纽约时装周、米
兰时装周，从一个乡村小舞台走向国际
时尚大市场，跑出了特色化、高端化、产
业化、国际化的加速度。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融合。但
从根本上讲，人民群众的坚守与智慧才
是其原动力。

家住武定县猫街镇咪三咱村的普玉
珍，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
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记者，村里的彝
族群众历来就有刺绣的传统，自己的奶
奶就是村里的刺绣好手。在她三岁的时
候，奶奶就开始教她穿针引线，再长大些
就让她学着设计图案、搭配色彩，并叮嘱
她，这个手艺不能丢，要传下去。

普玉珍说：“让更多的人来学习彝绣手
艺，我想这应该也是一种传承。”她回忆说，
刚开始的时候，她一村一寨、一家一户上门
去找学徒。不过，她还是担心：培训出来的
绣娘，要是没有收入，不愿意继续绣下去怎
么办？后来，在武定县政府的支持下，店里
有了稳定的订单，绣娘也见到了实惠。渐
渐的，绣娘队伍越来越壮大。

“到现在，我们培训出来的绣娘早已
超过1万人。她们每个月收入有3000多
元。”普玉珍自豪地说，“我们相信楚雄彝
绣一定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从武定县到整个楚雄州，彝绣保护、
传承、发展的根基正变得越来越牢固：全
州 103 个乡镇建设了彝绣车间，1105 个
村（社区）建设了绣坊，绣娘人数达到5.7
万人。2022 年，彝绣产业产值达 2.45 亿
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助力农民增收、推动
乡村振兴的温暖产业、幸福产业。

创新创意赋能产业

文化瑰宝的魅力在于它经历岁月的
淘洗却仍不失其美。如今，人们对美的
追求，既注重其文化内涵，也看重其创意
表现。楚雄彝绣产业在大步前进之时，
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核心要素，大胆进行
创造性转化，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对此，楚雄州成立了由州委宣传部
牵头的彝绣产业工作专班，组建州文化
发展公司和彝绣产业联合会，出台支持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 37条措

施和加快彝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6项政
策，形成“1+1+N”政策体系。几年来，这
一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不断充实，已释放
出巨大的产业创新推动力。

政策活，样样新。推出农行专属贷款
“彝绣贷”、保证纯手工绣品的“彝绣保”、
降低彝绣企业物流成本的“彝绣邮”，率先
在全国建立首个以楚雄彝绣为代表的手
工刺绣标准，打造楚雄彝绣区域公用品牌
的“彝绣识”，量身定制彝绣手工刺绣行业
标准的“彝绣标”……这一套组合拳为楚
雄彝绣产业破解了一道又一道难题，把彝
绣之美擦得愈发闪亮。

这些变化，楚雄市大过口乡党委书
记张靖感受深刻。张靖说：“这几年，我
们按照州里的发展思路和要求，用好政
策，重点在提升彝绣品质、打造彝绣品牌
上下功夫，创新乡级彝绣车间、村级绣坊
建设，既发展‘大而全’的规模车间，又建
设‘小而精’的高端绣坊。目前，全乡拥
有乡级彝绣车间 3 个、村级绣坊 9 个、绣
娘 1000余人，已形成了‘乡有车间、村有
绣坊、户有绣娘’的发展格局，还涌现了
一批‘90后’青年致富带头人。”2022年，
大过口乡全乡彝绣产值 460 万元，绣娘
人均增收3100元。

有创新，更要有创意。开拓市场，赢
得消费者，“双创”缺了哪一个都不行。

继承传统，融入现代元素，楚雄州研
发了“遇见楚雄”“绿羽仙踪”“福来云往”
三大系列彝绣文创产品，打造了彝绣特
色文化产业孵化的“彝绣园”，推出了体
验彝绣传承精品线路的“彝绣游”，形成
了从开发端到市场端的完备产业链。楚
雄彝绣产业的附加值不断提高，指尖新
的传奇正在上演。今年一季度，楚雄彝
绣产业增加值达4780万元。

数字画像充实越洋计划

彝山有大美，布上绽山花。楚雄彝绣
产业从起步探路到一次次华丽出圈，不禁
让人对这一古老的指尖艺术发出赞叹。尤

其是近10年来，彝绣产业增加值增长了近
10倍，绣娘人数增长1倍，绣娘人均收入增
长了近 5倍。彝绣产业已成为楚雄强经
济、促消费、稳就业的重点产业。

光环之下，楚雄彝绣并未停止前行
的步伐。它因美而生，又因时而变。

今年6月，楚雄州与新华社合力打造
的新华·楚雄彝绣产业发展指数（以下简称

“彝绣指数”）上线，其将整合统计数据、调
研数据、全网全平台传播等大数据，打造楚
雄彝绣产业数据收集、分析、解释、传播体
系，以指数工具绘制产业发展数字画像。
从此，楚雄彝绣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

中国经济信息社指数事业部副主任
李慧敏表示，指数是产业数字化、数字产
业化的重要联接工具，在现代产业的标准
引领、品牌塑造、话语传播及价值再造等
方面，发挥着催化剂和推进器的作用。“彝
绣指数”的建立，将是一次以数字语言输
出中华传统文化创新转化的新实践。

“数字翅膀”带动楚雄彝绣产业飞向
时尚化、国际化。“彝绣指数”的终极目
标，就是将楚雄打造成为我国数字彝绣
信息发布高地，做到楚雄彝绣品牌全球
推广，推动楚雄彝绣的数字化转型、国际
化传播、高质量发展，推动彝绣走出深
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当然，推动这一事情的还有情牵中
国传统文化的众多侨企、侨商。

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万妍
娟说：“我们将以启动侨企侨商情牵彝
绣，助力乡村振兴行动计划为契机，积极
向侨联系统平台和国内外侨商侨团广
泛、深入宣传推介楚雄彝绣产业，邀请国
内外侨界社团和基金会到楚雄考察彝绣
产业，借助侨资、凝聚侨力，全面助力彝
绣出山出海。”

目前，楚雄彝绣绣品已在全球1.2万多
个妈祖文创产品店线上线下开启同步销售
模式，不少彝绣企业和经营户与英国、澳大
利亚、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服装企业
建立合作关系，完成出口订单510万元。

一根针如何“绣”出亿元产业
——云南楚雄彝绣有答案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近日，2023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
洋宣传日”主场活动在广东汕头举行。当
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和美海岛”名单，
全国33个海岛入选。

本次入选的海岛包括辽宁省大长山
岛和小长山岛（岛群）、大王家岛、獐子
岛，山东省南长山岛和北长山岛（岛群）、
大黑山岛、砣矶岛，江苏省连岛，上海市
崇明岛，浙江省南麂岛、花鸟山岛、洞头
岛、玉环岛、枸杞岛、花岙岛、上大陈岛和
下大陈岛（岛群）、秀山岛，福建省湄洲
岛、鼓浪屿、海坛岛、大嵛山、惠屿、南日

岛，广东省东澳岛、海陵岛、南澳岛、上川
岛、外伶仃岛、桂山岛、三角岛，广西壮族
自治区涠洲岛，海南省东屿岛、分界洲、
赵述岛。

我国共有海岛 1.1 万余个，其中有居
民海岛480多个。大多数海岛面积相对狭
小，生态系统脆弱，一旦遭受破坏难以恢
复。海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模式与
陆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更为突出。加强海岛的生态保护、
促进海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人
岛和谐”可持续发展之路显得格外重要和
迫切。

自然资源部公布“和美海岛”名单
鼓浪屿等33岛入选

本报讯（卢仙格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王帅杰）近日，随着一阵隆隆的轰鸣
声，一架空客 H125 直升机载满希望的种
子，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坡头乡浪地村
临时起降点缓缓起飞，这标志着渑池县拉
开了2023年飞播造林的序幕。

每年6月，因雨水充沛湿度大，天气温
度高，种植树苗容易成活，是飞播造林的
好时机。记者从三门峡市林业局获悉，截
至目前，今年全市共完成飞行124架次，播
种 5.59 万斤，完成飞播造林 4.06 万亩，全
面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渑池县今年飞播造林设计一个播
区——丹峡播区，播区属低山区，涉及坡
头乡浪地村和杨树洼村 2 个行政村，规划
飞播面积 10562 亩，其中宜播区 10323 亩，
非宜播区239亩。本次飞播造林采用先进
的吊挂式播撒仓以混播方式进行播种造
林，共飞行 7架次，播撒种子 6900斤，主要
播种榆树、臭椿、栾树、侧柏、五角枫、黄栌

等6个树种。通过飞播造林进一步加快渑
池县造林绿化步伐，填补了一些人工难以
到达的造林盲区，有效改善了山区生态
环境。

据了解，为调节种子生长，保证种子
播前植保、带肥、容易着地，达到驱虫防
鸟、抗病、促根壮苗的目的，今年飞播造林
中，三门峡市还进行1000斤飞播种子丸类
化处理试验。同时认真做好播区及周边
地区群众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应急预
案，做好飞播期间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确
保飞播造林工作顺利进行。

据统计，三门峡市现有林业用地面积
1088.64 万亩，林地面积 720 万亩，活立木
蓄积量 2715.33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50.7%。今年，三门峡市大力推进科学绿
化，持续开展飞播造林，节本增效，提高造
林精准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在改善山
区自然面貌的同时，切实筑牢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绿色屏障。

河南三门峡市：飞播造林4万亩

本报讯（崔志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雍敏）日前，山东省齐河县组织农业
农村混编专业人大代表，聚焦粮食耕种管
收售关键环节，分阶段开展了嵌入式视
察。代表听取了有关病虫害预防、粮食收
储烘干运营等基本情况，立足自身专业特
长开展现场询问，并通过实地视察，针对
问题和不足提出意见建议。“嵌入式视察
能更好地了解问题和不足，意见建议针对
性更强，能够更好地听民声、聚民意、解民
忧，助力全县‘吨半粮’产能建设。”齐河县
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倪
朋介绍。

据了解，围绕如何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水平，齐河县整合市县乡三级人大
代表，组建农业农村混编专业人大代表小
组，以“躬身为民、齐力助农”为理念，充分发
挥代表履职作用，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农村混编专业人大代表小组在
齐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
心设立联络站，小组成员除了在田间地
头进行技术指导，还根据农时举办代表
大讲堂。倪朋说：“我们制定课程表，每
个月都设定固定课题，由人大代表为全
县种粮大户、村民、合作社定期举行农业
知识大讲座。”

代表小组通过设立“农事直通车”和
“民情气象站”，畅通收集民意的渠道，为
群众办实事。通过网上服务“直通码”，实
现代表在线、“码上”办理，群众通过扫描
二维码足不出户便可办理农事诉求。每
月15日线下由代表现场受理，根据群众在

农业生产中的需求，无偿提供农业技术和
农机设备帮扶。“民情气象站”围绕“吨半
粮”创建核心区，及时播报气象变化、病虫
害防治、农业管护等信息，不断提升农业
种植预防能力。齐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董娟娟说：

“代表入驻综合服务中心后，我们一起携
手为群众做更多实事、解决更多问题，共
同助力现代农业的发展。”

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晒粮难、存粮
难、送粮难问题，农业农村混编专业人大
代表小组齐聚代表智慧，积极为群众纾难
解困。齐河县人大代表、齐源绿季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德勇发挥所在国企优势，公司
投资 5亿元，在全县 15个乡镇建设粮食仓
储烘干设施，日烘干能力 1.08 万吨，粮食
储存量 19 万吨，为农户提供代烘干、代加
工、代储存、代清理、代销售粮食“五代”服
务，真正实现了家门口“收粮-烘干-仓
储-出售”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

谈起设立混编专业小组初衷，齐河县
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法明说：

“混编专业小组是五级人大代表，代表了
各级不同的界别不同的层次，混编在一起
能够形成更大的合力，更好地提高服务群
众、服务发展的质效。”目前，齐河县已实
现 20 万亩全国最大面积集中连片“吨半
粮”生产能力，通过把科学农技送到田间
地头，绿色高产高效技术等关键农技到位
率达 100%，农村户均稳定增收 2000 元以
上，1016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过20万
元，有效带动实现多元共赢。

山东齐河县：

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显实效

本报讯 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的前陵
村有一个“梦幻桃园”：一池荷花，一间陋
室，桃树间寻觅食物的家禽，让这个桃园
显得很是独特。

这片桃园的主人叫夏月。2016年，她
回乡创业建立了“桃啊淘”家庭农场品牌，
并成功实现农业互联网运作模式。“桃啊
淘”逐步打响知名度，不仅风靡建德，产品
还销往上海、杭州、广东等城市。

作为一名“农创客”，夏月时刻谨记社
会责任和使命。目前，“桃啊淘”农场常用
工人约 14 位，其中困难群众 6 人，助力年
人均增收近万元。她主动帮助贫困户，助
力农户销售，从2012年起每年参加公益活
动，与农户携手共赴共富之路。

跟夏月做同样选择的，还有浙江开农
贸易有限公司创始人宋昀熹。出生于茶
叶世家的她，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优越的工

作回到乾潭创业。短短三年，公司年加工
有机茶产量达上万吨，畅销德国、美国、西
班牙、沙特、马来西亚等几十个国家。

近几年，宋昀熹也一直聚焦共富事
业。通过与农户签订合同，制订收购保护
价，提供种植有机茶技术培训等服务，她
不仅解决了周边农户的就业，还带动了当
地茶产业发展。

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回归农村，
近年来，乾潭开展了“三式”法引育农创
客：做精“靶向式”引才，做精“滴灌式”育
才，做优“嵌入式”留才。当下，有许多像
夏月、宋昀熹这样的年轻农创客在乾潭大
展身手。他们不仅拓展了乡村的产业发
展，也让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加速向农
村汇聚，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挑起让乡村焕新的大梁。

杨思源

浙江建德市：

让农创客大有可为

盛夏时节，贵州省黔西市洪
水镇柳岸水乡乡村旅游景区内的

“四好农村路”，与翠绿的稻田、整
洁的村庄、清澈的河水交相辉映，
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画卷。

近年来，黔西市坚持新发展
理念，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
公路，构建起优质高效、方便快捷
的农村交通路网，带动当地山地
现代农业和生态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史开心 摄

（上接第一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实践
作为检验学习成效的标尺，种植业管理处
组织干部深入基层向先进学、向实践学，以
学促干，努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真
真切切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做
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调查研究，破解发展难题

近日，哈尔滨市双城区周家镇周家街
道东发村忠坤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迎来了
一群“亲戚”。来自种植业管理处党支部与
黑龙江省植检植保站党支部，以及双城区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和30多名合作
社技术人员来到合作社。

技术人员现场测试和对比展示了哈滴
风幕式喷雾机和合作社自制喷雾机，讲解
了田间减量规范施药作业技术和在减药
量、降药害、提单产上的重要作用。同时，
工作人员现场向农民发放《农药安全间隔
期手册》《禁限用农药名录》等技术挂图，并
与部分农户进行了交流和现场解答咨询。

“全是实用的技术，听着太解渴了。”合
作社理事长孙忠喜说。

种植业管理处把调查研究作为增强主
题教育效果的重要方式方法，坚持扑下身
子、沉到一线，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

问题梳理、难题排查，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今年年初以来，大豆价格高开低走、种
豆比较效益低、农民种豆积极性降低。

“农民种植大豆积极性的高低对国家
的粮食安全产生极大影响。”姜庆海说。

种植业处在年初两次调研的基础上，
又开展了全省稳定大豆生产工作的调研，
针对发现的大豆面积落实存在不确定性问
题及时向厅党组进行了汇报，厅党组在省
政府常务会上向省政府进行了汇报。

在种植业管理处的推动下，黑龙江省
委、省政府研究决定，5月14日至6月15日，
在全省启动地方调节储备大豆收购，计划
收购大豆总量47.88万吨，收购价格统一为
2.775元/斤，不设等级差价。这一政策的出
台，解决了农民大豆销售难题，保护了种豆
农民利益，调动了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

真抓实干，着力推动发展

2023 年的春耕，稳粮稳豆是一个避不
开的话题。

种植业管理处把春耕备耕生产作为夺
取全年农业丰产丰收的第一场战役来打，
坚持早启动、高标准、快推进，全力统筹稳
定大豆生产和粮食产能提升工作，高质量
完成春耕生产各项工作任务，各种农作物

都播（插）在最佳丰产期，为再夺粮食丰产
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据农情调度，黑龙江省农作物实播面
积 23384.08 万亩，比上年增加 368.5 万亩，
增长 1.6%。粮食作物实播面积 22832.56万
亩，比国家下达 21826.9万亩的目标任务多
1005.66万亩。其中，大豆实播面积7511.26
万亩，比国家下达 7397.5 万亩的目标任务
多113.76万亩。

数字是枯燥的，但是在这一组组数字
背后，却是种植业管理处一班人辛苦的
付出。

一次次现场会、一次次调度会，处里的
每个人都绷紧了弦。

5月 1日开始，处里开始日调度春播进
度，组织 11 个指导组下沉一线，开展指导
服务。

“农情信息是反映农业生产的‘晴雨
表’，是未雨绸缪的‘预警器’。在春耕备耕
期间调度进展，夏管时调度农业气象灾害，
秋收时调度秋收进度。”姜庆海道出几个关
键节点。通过持续的调度监测，他们最终
形成农业生产动态信息，报送省委、省政府
供领导决策参考。

每年从种到收，种植业管理处要调度
10 万多个数据、2 万多条文字信息、1 万多
份表格……

进入6月，姜庆海和处里的同志最关注
的事情就是天气预报。

“我们与气象等部门加强会商研判，提
前分析灾害发生形势。”姜庆海说。种植业
管理处还定期制定《保障粮食安全服务专
报》，同时，印发《抗洪涝抗干旱及应对强对
流天气带来的冰雹、龙卷风等可能导致农
作物受灾工作预案》，指导各地分灾种落实
防灾减灾措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辛劳的
工作，种植业管理处成员都有了自己的“标
签”：姜庆海是“操碎心的人”，下大雨关心
洪涝，强对流天气担心冰雹，大风天气担心
倒伏，随时在工作群发提示；副处长郭家勇
业务精湛、工作认真，为确保农情数据的真
实可靠，总是在细节上打破砂锅问到底，被
基层同志戏称为“火眼包公”；年轻干部李
爽巾帼不让须眉，经常加班加点，是丈夫眼
中“为了工作不顾自己的人”；年轻干部高
立斌，基本“长”在了单位，任劳任怨。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集体”、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一项项荣誉书写
着这一班人默默的付出。

春种田苗夏耔耘，秋收大有民同欣。
为了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更多的黑龙江优
质粮，他们初心如磐，用心用情守望着这片
黑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