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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采茶戏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地方

文化，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大力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通过在学校开设兴趣课、举

办展演等形式，让赣南采茶戏“后继有人”。今年暑假期间，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城关小学邀

请校外辅导员、青年采茶戏演员肖辉龙指导学生演赣南采茶戏，感悟传统文化精髓。

唯有乡间少戾气、多正

气，文明乡风才能枝繁叶茂、

大树常青

这个学期，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的陈
梦佳上大二了。她把自己获得的 1000 元奖
学金，捐给了老家浙江诸暨浬浦镇上周坞村
的薪火教育基金会。一年前，拿到录取通知
书的她正是从村里人手里，接过了基金会给
的1000元奖金。

上周坞村是个常住人口不到200人的偏
僻小山村，大部分壮劳力在外经商打工。三
年前，几位乡贤碰头一合计：村里生活很苦，
出路在读书。为了鼓励孩子们读书，53位村
民捐出了50万元，上周坞村薪火教育基金会
就此成立。陈梦佳回村捐赠时恰逢国庆，小
小村庄全体村民集体起立，用投影仪投出升
国旗的视频，举行了一次升旗仪式。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爱国爱乡、崇
尚教育在这里薪火相传，民风淳朴的小山村
厚植家国情怀。

而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西头村则为全村
600 多户人家成立了西头农民文化园：红白
喜事在这里进行，公开统一标准，一桌 320
元，每次25席，烟酒自备，不收任何礼金。少
了攀比，切实减轻了村民的人情消费负担，潜
移默化中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上周坞村和西头村，一立一破，劲吹文明
新风。

前者认识到，要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要
改善家乡的教育。在捐赠仪式上，两代人共
叙乡情，村里的大学生们从国内外形势聊到
大学学习生活社会实践，乡贤前辈则勉励学
生们好好读书，常怀一颗回报祖国与家乡的
赤诚之心。来回之间，传承淳朴乡风。

后者不仅改掉了村里的礼金攀比陋习，
还靠“支部组织、资金共管、统一招标、集中建
设、统一管理”盖起了300多套新房，让村里
人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住沟坡钻窑洞的窘
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舍客栈等文化旅游
项目应运而生。

何为乡风？既有其特性，也有其共性。
都是规矩，西头村办红白喜事不收礼金

是规矩、集中建房定规则重监督也是规矩，上
周坞村薪火教育基金会的章程还是规矩，这
是维护乡亲们的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
裕的规矩。

都是共识，乡亲们的声音被听见、需求被
看见，大家有拧成一股绳的劲儿，有过上好日
子的决心，最大限度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

都是传承，上周坞村的基金池如同柴火
堆越烧越旺；在县里率先脱贫摘帽的西头村
成为农村题材连续剧《黄土高天》拍摄地，将
一个村庄的奋斗史书写成广为传播的篇章。
乡风，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现在和未来。

何为乡风？它的内涵离不开政风党风，
也离不开民风家风。与时俱进，有破有立；共
建共享，群策群力——唯有乡间少戾气、多正
气，文明乡风才能枝繁叶茂、大树常青。

“王彦方化乡里之风，是从德义中立脚。”
清人王永彬的《围炉夜话》这样叹道。

完善村规民约强化道德引领，加强道德
建设提升村民修养，推进德治提振乡村社会
精气神，前人的智慧一点儿不少。就让文明
乡风吹拂这田野吧！

新疆哈密维吾尔族刺绣、贵州赤水“赤
水竹编”、河北丰宁满族剪纸……当非遗遇
上扶贫，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面临着怎样
的发展困惑？近日，笔者实地走访湖南省花
垣县的“非遗+扶贫”就业工作坊，试图寻找
答案。

指尖上的民族艺术

青山绵延，草木葱茏，咚咚的鼓声响起，
湘妹子载歌载舞，这里是沈从文笔下的多情
湘西。15岁接触苗绣，后随外婆、母亲精进
绣工，在阳光映衬下，一身蓝色苗族服饰的
杨老梅显得格外动人。

提起这位苗绣师傅，在石栏镇子腊村几
乎无人不晓。由于酷爱裁剪与制作，19 岁
时杨老梅制作的苗族服饰就已销往附近的
民乐镇、龙潭镇、吉卫镇等。

杨老梅擅长的手艺有个古老而美丽的
名字——湘西苗族刺绣。从山水中走来，起
源于民族图腾崇拜，承载着苗族人记忆与憧
憬的苗绣，主要反映喜庆、吉祥、人寿、年丰
的物象。在衣袖、裤脚花边、围裙花样等小
幅装饰品中布局较密，而在大幅装饰品中则
布局疏粗。

不过，源远流长的历史并没有赋予这一
传统手工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一幅红底的状元绣中，一只紫色的蝴蝶
呼之欲出。杨老梅告诉我们，这样一只如实
物大小般的蝴蝶，以她的娴熟度，要足足绣
上一天。

不仅是耗时耗力，随着很多年轻人外出
打工，民族服饰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小，多种
因素冲击下，传统苗绣开始遭遇传承危机。
一个突出表现是，双针锁绣、绉绣、破纱绣这
些苗绣中的独特刺绣工艺濒临失传，有些绣
娘只会其中一两种。

一边是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一边是压
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贫困。作为以苗族为
主的少数民族县，国家级贫困县花垣县目前
尚有建档立卡户1154户4812人。村民们望

“山”发愁，干部们见“山”思变，花垣县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历史久、工艺
精，在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方面具有
独特优势，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根脉，
传承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民
族文化的传承发展，而且对实施好文化扶贫
工程也意义重大。”花垣县副县长姚胜玉说。

“让妈妈回家”

推动非遗扶贫，国家相继出台振兴贫困
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支持设立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相关政策，花垣县被确定为第
一批10个“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县。

振兴传统工艺，经过一年的筹备组织，
2015年子腊苗绣手工坊成立，石栏镇苗绣
传承人龙老香成了手工坊带头人。自幼跟
随母亲学做苗族服饰，如今已是苗族服饰州
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龙老香，苗绣作品接二连
三获奖，由她制作的一套苗服曾在香港以
1.8万元高价成功交易。“名利双收”之余，龙
老香有了更大的心愿：带领周边的姐妹们一
同发家致富。

就这样，子腊村一处民宅成了苗绣培训
基地。在这里，先后走出了百余名绣娘，她
们来自附近20多个自然村，从针法、配色学
起，用手中五彩的丝线绣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61 岁的绣娘龙志银告诉我，墙上挂的
一套苗绣新娘装完成下来要3个月，一套可
以卖到1万多元。

“大钱嘛男人赚，女人在家挣个生活
费，工作家庭两不误，咱苗绣也有了传承

人。”身边的姐妹们靠着苗绣的手艺，小日
子越过越红火，63 岁的龙老香看在眼里，
乐在心里。

像子腊工坊这样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在
花垣县还有很多。苗族姑娘石佳创立的湘西
七绣坊苗服饰文化公司，即是其中一个。

金秋时节，七绣坊大厅，婀娜多姿的绣
娘们穿着传统苗服，或绣花，或裁剪，不时说
说笑笑。在这里，石佳为绣娘们聘请了4位
非遗传承人作为指导老师，培训合格后绣娘
们可以跟公司签订合同上岗，可以自主选择
到公司基地来上班，也可以在家承接公司的
订单。

“公司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培训了700
余位绣娘，签约带动486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132人。”年轻、知性、干练，问及当初
成立七绣坊的初衷，30 多岁的石佳说出一
组数据：因为没有支柱性产业，这里的大部
分年轻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打工。以她
的出生地石栏镇为例，约有1.9万名常住人
口，仅留守儿童就有1200余人。

“石栏镇是一个苗族聚集地，苗绣对于
这里的妇女们来说是最容易上手的技术。”
2017 年，从事弱电工程的石佳拿着当初攒
下的家底，回到了家乡。同石栏镇文化站站
长麻正兵联合发起了“让妈妈回家”的公益
项目。

3 个孩子的妈妈向隆艳正是这个项目
的受益人之一。之前在广州打工的她听闻

“让妈妈回家”的消息，回到家乡成了七绣坊
的一名绣娘。如今在家务农照顾老人、小孩
的同时，还能有一份额外的稳定劳务收入，
这让她十分高兴。

根据麻正兵提供的数据，借助大型活动
平台，如今石栏镇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苗绣
就业致富能手，苗绣产业初具雏形，绣娘们
人均月收入可以达到2000元以上，成功实
现了培训与就业达到100%的目标。

产品落地有点难

收入增加只是一方面。更让石佳骄傲
的是，一些绣娘从苗绣中收获了幸福，也培
养了自信。

在七绣坊有个叫龙玉芝的聋哑绣娘，
是个贫困户。初来公司时她见谁都是低着
头不敢看，因为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她从来也不开口。但她虽聋哑却心灵手
巧。有一次客人定制绣品作为礼物送给英
国前首相卡梅伦，石佳把生产任务指定给了
她。当赠送现场的照片反馈回来时，旁边的
绣娘们比划着告诉龙玉芝，她笑着笑着就哭
了。后来，石佳从其他绣娘那里听说她在家
里的地位提高了，走起路来也抬头挺胸了。

开心的事不少，烦恼自然也有。石佳记
得七绣坊刚刚启动不久，前来参加苗绣技能
培训的绣娘们就给她提了个要求：培训期间
也要发工资！“有没有搞错？这是免费为她
们培训技能，竟然还要工资？”起初，石佳怎
么也想不明白。后来与绣娘们接触得多了，
石佳慢慢理解了，“50元对很多人来说可能
不算什么，但对一些贫困户而言可能就是一
家人一天的饭钱”。于是，七绣坊带薪培训
的传统延续到现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七绣坊的产
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参加了巴黎国际
展，受到爱马仕、圣罗兰等国际大牌的青
睐。不过，谈及工坊当前就业形势，石佳直
言并不乐观。产品落地就是个问题。“若从
艺术角度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若
从商品角度看，市场不会因为爱心而认可
你，它只认物美价廉。”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
升的今天，非遗产品如何兼顾文化传承与市
场需求，这让石佳有些困惑。

十八洞村湘西苗绣传习所也面临同样
的发展难题。负责人石顺莲告诉我们，如何
实现稳定的订单来源，让绣娘们不缺活干，
这是她目前想得最多的一件事。

而这并非孤例。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
书记、副部长李金早坦言，在前期工作中各
地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都还存在一些普遍
的难点重点问题，包括贫困地区生产基础薄
弱，生产能力不稳定；专业人才匮乏，产品设
计、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能力急需提升；推
广渠道单一，产品销售困难；非遗扶贫就业
工坊覆盖地区有限，政策和资金支持不足
等。

“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最核心的就是产
品和销售这两大问题。”李金早说。

非遗是祖先在千百年生活中形成的技
艺。今天，这些靠手工传承的技艺都是泛着
文化艺术之光，但在生活中已经难以找到实
用的依托。让非遗带动扶贫，就必须实现非
遗产品的市场化，让市场来接受这种艺术的
美，来认可这种艺术的美。从艺术到市场的
路有多远，非遗发挥扶贫作用的路就有多远。

非遗遇上扶贫，已经实现了最艰难的起
步。只要抬脚，就能行远。我们相信，非遗
的产业之路会越走越宽，祖辈传下来的那些
带着艺术气息的技艺，一定能赢得更多人喜
爱，在市场上走得更远。

乡野吹新风

□ 秋 实

赣南采茶戏代代相传

□ 图/文 寒 歌 刘 青

绣娘们的巧手织就了绚烂的苗绣，也绘制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沈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