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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喜洲镇周城村有一处典型
的四合五天井传统白族院落，越往里走，
那股布匹和染料的独有味道越浓郁，小院
里、二楼窗檐上悬挂的扎染布随风飘动。
如今，很多来大理喜洲镇的游客都喜欢到
小院坐坐，动手体验一番扎染的乐趣。院
子的主人叫小白，小白其实不姓白，她因
自己是白族人而自豪，所以自称小白，客
人们都跟着唤她小白，她的真名叫张
翰敏。

别人往外走，她主动回乡守护
延续“非遗”

小白的家乡在大理古城以北约25公
里的喜洲镇周城村，那里被誉为“白族扎
染之乡”。小白关于家乡和童年的记忆都
是蓝色的，天空蓝、洱海蓝，还有扎染蓝，
几乎“家家有染缸、户户出扎染”。小时
候，跟着妈妈到邻居家，围着火炉边扎染
边聊天的画面，是小白记忆中的温暖
片段。

长大后，周围的年轻人都向往大城市
的生活，小白也想到外面看看。她从小成
绩优秀，上大学、读研究生，小白越走越
远，来到了北京参加工作，入职一家公益
组织，研究如何对偏远农村具体扶贫。“不
是缺什么给什么，而是和村民一起认识和
寻找自己的优势，并立足优势自主发展。”
小白说。

事业稳定，小白还遇到了爱情，在北
京慢慢安定下来，生活的轨迹本该在大城
市继续下去。直到一次回家探亲，小白发
现记忆中的扎染蓝好像越来越难见到。

“老一辈人干不动了，年轻人又看不上这
门手艺，觉得赚不到钱，宁愿去城市打
工。”小白走街串巷和老人们聊天，听她们
讲过去关于扎染的故事，脑子里关于扎染
的美好回忆被一点点触碰，她开始怀念那
到处都是扎染味道的时光。

“难道祖祖辈辈引以为傲的本领真的
在现代生活中没有了生存土壤，逃不掉日
渐凋零的命运吗？”小白舍不得。结合在
北京的工作经历，小白想，扎染是融入白
族人血液中的传统，是当地风土孕育出的
独有优势，为什么不想办法让它恢复活
力、发展壮大？

小白动心了，不停地和村里老人们探
讨振兴扎染的方向。她决定自己干，回家
创业，把扎染当作事业。她把决定告诉父
母，父母嘴上不说，但小白看出他们心里
的不认可。她从小被当作别人家教育孩
子的榜样，努力奋斗、留在城市，现在却跑
了回来。“父母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不
清楚自己能干成什么样。”小白心里没底。

小白承受着周围人目光带给她的压
力。她把爷爷的爷爷留在村里的传统白
族院落一点点收拾出来作为创业基地，取
名“蓝续”，即把扎染蓝延续下去的意思，

“它不是一个扎染坊，而是一个传统文化
交流中心”。

“扎染不是手艺，而是白族人的
生活方式”

扎染的魅力在哪儿？小白尝试着告
诉人们答案。

扎染是一种传统手工染色技术——
染色时把织物某些部分用针线或其他工
具扎起来使之不能着色，分为扎和染两步
操作，所以称为扎染。古法扎染工艺复
杂，至少需要设计、制版、印刷、扎花、浸
泡、脱浆、沉染、氧化、拆线、漂洗、晾干才
能最终成型。在这之前，还需要采集板蓝
的茎叶制作染料。春天种下板蓝，七八月
份采摘，把采集好的茎叶加入水浸泡，再
请专门的师傅打一天靛蓝，在沉淀的泥巴
里加入米酒和米饭，让它自然发酵一个月
左右，优质的染液需要呵护更长的时间，

才能染出小白记忆中的那抹蓝。
小白说，对白族人而言，扎染不是手

艺，而是生活方式。三五族人围坐一起，
在大理的山水花草、田园风光间，轻谈浅
笑，手里自然而然地忙着扎染，感受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时光……

这样的场景是曾经走出去的小白无
比怀念的，她相信也会是外面的人喜欢
的。她希望让扎染的传承自然而然地发
生，“把村里的手艺人聚集到蓝续，做她们
每天都会做的扎染，客人到小院来，可以
一起体验古法工艺和白族人原汁原味的
生活”。

蓝续成立后，小白有意识地抓紧收集
整理扎染传统图案，她怕这些世代相传的
图案流失。然而，守护传统不意味着放弃
创新，她清楚现代人的审美和商业市场的
瞬息万变，她需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
合点。

蓝续从染料入手，把染料从板蓝延展
到30多种植物，用核桃最外面的青皮染
出稳重的咖啡色，用栀子果染出活泼的明
黄色，用红花染出绚烂的红色……小白还
到其他地方寻找借鉴草木染的做法，让工
艺更环保。扎染图案也需要变，从传统图
案到提取传统图案的元素，再生成符合现
代人审美的新花样。有了新的颜色、新的
图案，蓝续又把它们组合生成各种产品：
围巾系列、服装系列、家居系列，如窗帘、
抱枕、茶歇、桌布、餐垫、筷子套、抽纸巾盒
等，让扎染点缀日常生活。

“蓝续要有利润，但不要利润最
大化”

2012 年蓝续创立之初，没有人知道
蓝续。小白说，多亏了身边朋友们不遗余
力的推荐，把客人送上门，蓝续才有了第
一批客源。经营一段时间后，小白想要和
客人之间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不想
客人是因为朋友的人情才来照顾生意，我
希望他们是真的认可蓝续，这样我们的发
展才能可持续”。

小白开始更加理性地思考蓝续的未
来，她要证明古老的扎染在今天依然有营

利的能力，这也是扎染传承下去的关键。
“我没有商业背景，不懂核算成本，只知道
蓝续要活下去就得学会赚钱。”小白说，她
们开始分析客户，把目标消费群体定位在
亲子家庭，仔细了解他们的需求，创新扎
染深度体验模式，同时提高服务和产品质
量，“我们要做的是让扎染自己会说话，把
产品从粗糙做到精细，让客人不是因为人
情才来消费”。

几年的摸爬滚打、苦辣酸甜，蓝续从
1家店开到了5家店，春节等节假日生意
火爆的时候，客人上门都需要预约排队。
小白总结出一条生存之道：“蓝续一定要
有利润，因为要让手艺人更体面地生活，
但也一定不要利润最大化，因为不能忘了
我们守护传统文化的初心。”

小白说，创业之初只有自己和爱人经
营蓝续，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一天接一
个团队的客人，就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人
才匮乏曾经是制约蓝续发展的一道坎。
现在，人才队伍已经稳定下来，12位全职
员工和22位兼职员工都是本地人。小白
最得意的是员工大多为年轻人，“只有年
轻人愿意学习扎染，这门手艺才能很好地
传承下去”。

小白欣喜的还不止于此，她还发现蓝
续带给员工的改变。“比如，团队里一位
60岁的阿姨，她善于和我讨论问题，讨论
后，有新的发现会再和我讨论，证明她是
在思考而不是盲从。再比如，一位‘90
后’小姑娘，刚来的时候不会扎染，不善言
辞，现在不仅爱上了扎染，还成为独当一
面的店长。”小白想用自己的力量带给生
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更多改变，经营之
外，蓝续成立社区学堂，组织公益活动，为
乡亲们提供一方了解、接触和学习传统文
化的平台。

小白坚信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有
意义的，“希望蓝续用自己的发展告诉年
轻人，看，我们这样的生活也不错”。这
时，小白的儿子恰好放学回来，穿过小院
中飞扬的扎染布，口中下意识地念叨着：

“蓝色是板蓝的颜色，咖啡色是核桃皮的
颜色……”看到他，小白仿佛看到了曾经
的自己。

守护那抹记忆中的扎染蓝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雪

扎染是白族人世代相

传的手艺，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很

多传统手艺的处境相似，扎

染也面临着老手艺人相继

离世，年轻人离乡打拼、不

想学、不愿学的现状。在年

轻人争相走出去的时候，小

白主动选择回到家乡，她要

让家乡的那一抹蓝色传承

下去，让非遗不“孤苦”，让

手艺人更有尊严。请看小

白的故事。

“58年前，我和雷锋叔叔在一个宿舍
里一起住了两天，他还陪我到中山公园
玩，带着我去参加婚礼。”如今68岁的赵
惠中，提起小时候的事依然记忆犹新。

《雷锋在沈阳》一书中，曾简要记载了
当年雷锋在沈阳出差时，帮助照顾一位
10 岁孩子的故事。那个 10 岁小孩就是
赵惠中。

“雷锋叔叔在我心中一直是活泼可爱
的形象。”赵惠中是雷锋在沈阳曾亲自辅
导过的一名小学生，虽然他与雷锋接触只
有短短两天，但雷锋对他的成长却产生了
极大影响。

赵惠中的父亲叫赵琪，20世纪60年
代初，担任沈阳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政治部

宣传处副处长，是整理、审核雷锋先进事
迹材料负责人之一。当时，雷锋多次来沈
阳开会、作报告，每次雷锋一到沈阳，就会
住在沈阳市文化宫东侧的工程兵军人宿
舍。

赵惠中一家随父亲从丹东迁到沈阳，
由于当时在市内没有家属住房，他和母
亲、两个姐姐先在苏家屯落了脚。“那年我
念小学三年级，1961年7月27日，我从苏
家屯到市内看父亲。当天晚上，父亲领来
一个个子不高、眼睛炯炯有神、面带微笑
的小战士。父亲说，‘这是你雷锋叔叔，今
天晚上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你就在办公
桌上睡吧’！”赵惠中说，工程兵军人宿舍
位于现在的沈阳市文化宫东侧，他所住的
房间在二楼，屋里只有两张床和一张小办
公桌。

赵惠中笑着说：“我小时候睡觉有个
习惯，就是爱翻身，结果那天睡到半夜，突

然从桌上掉到地上，把父亲和雷锋吓了一
跳。雷锋惊醒后，非让我睡到床上，他则
在桌子上睡。父亲说啥也不同意，可雷锋
硬是把我拽到他床上，自己睡在桌子上。
而且，第二天晚上他也是这样睡的，让我
特别感动。”

“因为雷锋报送的事迹材料需要修
改，批准之后才能带回去，所以他有两天
的时间陪我。”赵惠中回忆说，第二天早上
一起床，雷锋说：“今天我有时间，领你到
中山公园去玩好不好？”一听雷锋叔叔说
要领自己去逛公园，赵惠中别提多高兴
了，因为他还从来没去过公园。第一次到
中山公园，一切都那么新鲜，公园里有石
桥、假山，大铁笼里还有老虎、狼和猴子。

逛了一圈儿，雷锋见赵惠中有点累
了，就领他在路边的椅子上坐下休息。这
时，雷锋打开自己的军用挎包拿出书来
看。好奇的赵惠中摸了一下雷锋叔叔的

挎包，摸到一双满是补丁的袜子。他不解
地问：“这袜子都不能穿了，你还留着干
啥？”雷锋叔叔说：“补好了还能穿。我们
要艰苦朴素，不能浪费呀。”

当天晚上，在部队食堂吃完饭后，父
亲对雷锋和赵惠中说：“你们晚上跟我参
加婚礼去吧。”原来是父亲的同事洪建国
结婚，恰好雷锋与洪建国也非常熟悉。晚
上6点钟左右，雷锋拉着赵惠中来到工程
兵部三楼会议室参加婚礼。

在赵惠中的记忆中，整个婚礼办得十
分简朴，来宾集体送的贺礼是一面镜子。
雷锋把婚礼气氛搞得特别活跃，他从衣兜
里掏出一个小苹果，然后用细绳拴上，站
在凳子上说：“祝新人新婚快乐幸福，共吃
苹果。”当新郎新娘在大家欢呼声中向苹
果咬去时，雷锋趁机把苹果往上拉高，结
果新郎新娘就亲到了一起，引得在场嘉宾
哈哈大笑。活泼可爱的雷锋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印象。

第三天上午，雷锋取完材料后准备
回连队了。与赵惠中道别时，雷锋一再
叮嘱他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
服务，多做好事。此后几十年里，无论
从学校到部队，还是在企业，赵惠中处
处以雷锋为榜样，用实际行动争做雷锋
精神的传人。

68岁的赵惠中回忆——

我 眼 中 活 泼 的 雷 锋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陈凤军

图① 游客在小白家的

小院里体验扎染乐趣。

图② 蓝续成立社区学

堂，组织公益活动，为乡亲们

提供了解、接触和学习传统

文化的平台。

图③ 老人帮助孩子晾

晒制作好的扎染作品。

（资料图片）

煤矿对百姓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每

个人的生活都与煤炭密不可分；陌生，是不了解地下矿

井工作环境。曾经，在几百米乃至上千米的井下，煤炭

人在较差的工作环境中为国家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现在，煤炭行业正面临资源枯竭、产业转型等问题。

在山东能源临矿集团鲁西煤矿，记者跟随矿工深入

300米井下车间，体验现代化的煤炭生产加工环境，感受

科技攻关，智能转型，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动场景。

在山东能源临矿集团推动自动化、智能化、大数据

建设举措中，鲁西煤矿紧扣智能智慧发展主题，集中力

量持续推动以“快速掘进、智能化洗煤厂、CXR智能干

选”等项目为代表的“6+3”科技攻关项目。这些项目都

取得了较好成效，比如智能化洗煤厂的项目，实现了生

产班组无人值守；智能控制中心的投建，实现了生产系

统的高度集中化、智能化，并有效减少了井下岗位作业

人员。

近年来，鲁西煤矿坚持以“科技创新的目的是应用，

是解放和提高安全生产力”为宗旨，着力提升科技贡献

率。为此，该矿专门设立了科技专项基金，成立青创联

盟，加大科技创新奖励力度，有效激发了干部职工创新

激情。

例如，临矿集团接管鲁西煤矿以来，一直想搞通风

机远程集中控制系统，但由于现场作业环境复杂，被厂

家拒之门外，要求鲁西煤矿更换更先进的控制系统，但

这套系统的成本大约需要60万元。

机电矿长杨尊胜详细察看现场后发现，鲁西煤矿的

通风机控制设备虽然有点落后，但仍能正常实现远程控

制。为节约资金，矿里决定由主副井绞车电修班长田堂

征带领班组成员改造通风机自动化系统。通过近一个

月的努力，该班组成功完成通风机远程集中控制自动化

系统改造，实现了远程自动化控制，远程通风机开机、停

机，远程一键主备通风机倒机，实现远程一键反风，完全

符合国家一级质量标准化要求。此举标志着鲁西煤矿

自动化控制技术走在了行业前列。

去年以来，鲁西煤矿累计投入科技经费5580万元，

先后上报科技项目37项，其中“复杂破碎围岩巷道稳定

机理与控制技术研究”被鉴定为国际领先；“鲁西煤矿采

场覆岩破坏灾变演化机理及防控关键技术”被中国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会评为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山东鲁西煤矿：

智能转型增效益

鲁西煤矿 CXR 智能干选车间，机电工区维修工
张涛正在巡检设备。

鲁西煤矿采煤工李功平（中）、技术员马震（左）与
辛海亭（右）在探讨交流。

鲁西煤矿智能化洗煤厂集控中心。

洗煤厂集控员郭青正在紧张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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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扎染花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