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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海南在五指山水满

乡毛纳村举行宏大“雨林与您”体验

活动开幕式暨“雨林时光”田园实景演

出，山水间海南雨林山水之美、民族文

化之美、乡村田园之美得到精美绝伦

的展现，完美的视觉盛宴得到观众的

热烈响应。

继“雨林时光”田园实景演出之

后，11 月 26 日至 27 日，海南五指山市

再 次 举 行“ 无 界 2022 雨 林 精 灵 时 装

秀”。阳光雨林间观众体验了独特的

时装秀。

这一系列活动仅仅是海南文化产

业蓬勃发展的一朵美丽的浪花。近年

来，海南文化产业发展步入高质量发

展的快车道。2021 年海南文化产业

增加值达 230 亿元，文化产业在国民

经济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分量。在建设

自由贸易港的进程中，海南省坚定文

化自信、用足用好自贸港特殊政策，繁

荣文化产业，力争奉献出越来越多、越

来越美的椰风海韵文化产品，不断加

快文化产业发展。

发掘文化内涵，焕发创新创造的

活力。海南文化有着非常辉煌灿烂的

历史，拥有丰厚的文化内涵：绿色生态

文化、蓝色海洋文化、红色琼崖文化与

多彩民族文化。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

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风靡

中国的红色经典；一首《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泉河》脍炙人口，唱响大江南

北。近年来海南把发掘开发文化资源

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鼓足干劲奋发

进取，竭力培育文化、文艺、文创、文产

百花齐放的好局面。

用好特殊政策，推动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两年多来，促进文化产业繁荣

发展的特殊政策不断落地，包括人才

引进、资金支持等。例如，发展文旅产

业所需的游乐场所娱乐设备，可免征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该项政策为游乐文化企

业减轻负担，增强了竞争力，也吸引了诸多主题公园、大

型演出集聚海南。此外，海南着力用足用好国家相关部

委为海南“量身打造”的优惠措施，加快培育具有海南特

色的优势文化产业。

对标高质量，做好文化产业规划。海南岛坚持“全省

一盘棋、全岛同城化”，在全省统一规划布局的基础上，形

成主题差异化的空间布局。海口作为省会城市，属于主

要经济圈，重点发展影视、演艺、游戏等文化事业和产业；

三亚作为旅游休闲城市，重点发展休闲娱乐、文物和艺术

品交易等文化事业和产业；儋洋作为文化重镇，重点发展

东坡文化、文旅融合等文化事业和产业；滨海城市带重点

发展海洋文化、红色文化等产业；中部生态保育区重点发

展生态文化、黎苗文化等文化事业和产业。

文化建设是培根铸魂、凝神聚力的重要事业，繁荣发

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以文培元，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海南文化产业发展迎来“新风

口”，相信海南一定会紧紧抓住新时代赋予的难得机遇，科

学谋划、开阔视野，加快推动海南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以

文化软实力提升海南文化自信，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注

入更加澎湃的发展新动能。

（作者系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从乡村 T 台走到国际秀场——

楚雄彝绣掀起最炫民族风
本报记者 周 斌 曹 松

12 月 17 日至 19 日，第七届世界妈祖文

化论坛暨第二十四届中国·莆田湄洲妈祖文

化旅游节在福建莆田市湄洲岛举办，云南楚

雄彝绣作为首个省外受邀参展作品，在主会

场开设专展，一件件作品以其独特技艺和民

族文化魅力备受青睐。

作为楚雄市彝绣企业的代表之一，张丽

琼已经是第三次来到相隔数千里的福建推

广彝绣产品了，“在政府搭建平台的帮助下，

我们的彝绣产品越来越受到外界认可”。

彝 族 刺 绣 是 彝 族 地 区 的 一 项 古 老 技

艺。作为一项伴随生产生活诞生的手工技

艺，她深植民间，有着长达 1700 多年历史，生

于乡土之间、根植衣食之中，生生不息，传承

千年，成为彝族人的文化记忆。近年来，楚

雄州通过“传统技艺+现代创意”，全力推动

彝绣打造品牌、拓展市场、做强产业，推动彝

绣实现“绣品变商品、秀场变市场、绣片变名

片”大转变。指尖彝绣产业成为农村农民增

收、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渠道，也成为楚雄

州文化产业走出去的亮丽名片。

绣出美丽产业

纤纤十指、捻针抚纱，彩线如虹、伏案绣

花⋯⋯临近岁末，在楚雄州大大小小的彝绣

合作社，绣娘们围坐一起，正巧手赶制一批

批订单产品。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全国两个彝族自治

州之一，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楚雄，彝家

人流传着“彝家女子会拿针就会刺绣”的说

法。来自楚雄州大姚县的绣娘张琼芬已经

年过 50，绣起各式纹样手法娴熟，她记不起

何时学会了刺绣，“从小就会，看着妈妈、奶

奶等长辈绣，一辈教一辈、一代传一代”。

彝绣是“指尖的技艺”，也是“生活的艺

术”。绽放的马缨花、落在枝头的喜鹊、飞舞

的蝴蝶⋯⋯农闲时的彝族妇女发挥想象力，

把她们对自然、生活的热爱都化成一针一

线，绣在布上，缝制在彝家人的头帕、衣袖、

裤脚、披毡、挂带、荷包、腰带等服饰上。逢

年过节、赶集聚会，彝家男女总会穿上五彩

缤纷的彝绣服饰，展示独特的美丽，表达着

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与无限向往。

“彝家人把花草虫鱼等美好的图案绣在

衣服上，创意巧妙、配色大胆、制作精美，但

都是作为自用的生活用品。”楚雄州委宣传

部三级调研员周兵说。

张丽琼是云南彝彩文化创意产业开发

公司负责人。她曾经在楚雄州博物馆从事

彝族传统服饰的研究和讲解工作，由于对彝

族服饰的深深热爱，她离开博物馆，专门学

习彝族服饰裁剪制作。

最初的彝绣都以家庭式自绣自用、自制

自穿、自产自足为主。2005 年张丽琼凭借学

习的技术，创建了彝彩服饰工作室，她做的

彝族服饰样式好，一下子就打开了市场。

“以前裁剪比较宽大，像桶一样，穿着也

不舒服。我学习了立体裁剪工艺，做出的腰

身合适，市场非常好，找我做衣服要排上一

个月的队。”张丽琼说。

从自穿自用到走向广阔市场，工艺独

特、构图精美、色彩艳丽的彝绣绣品、服饰深

得各地群众喜爱，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

楚雄州彝绣产业起步探路，就呈现出千

村万寨“花发满山”的景象。据统计，目前楚

雄全州有彝绣经营户 538 户，彝绣协会（合作

社）56 个，绣女 5.7 万人，打响“七彩彝绣”“纳

苏”“彝家公社”等一批彝绣品牌。2022 年楚

雄州彝绣产业预计可实现增加值 4 亿元、产

值达 16 亿元。

登上国际舞台

楚雄州永仁县的深山小村直苴村里，有

个远近闻名的赛装节。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直苴村里人山人

海、热闹异常。十里八乡的彝族群众身着自

己缝制的彝绣盛装聚集于此，对歌跳舞、赛

装赛美，通宵达旦。发端于直苴村的彝族赛

装节走过了 1300 多年，被誉为古老的“乡村

T 台秀”。

2016 年，正在驻村工作的周兵想把赛

装节做出点声势。周兵回忆，彼时云南省

委宣传部聘请上海民俗专家陈彪先生为顾

问。“见面会谈后，我俩一拍即合，决定把赛

装 节 做 成 一 场 云 南 省 民 族 时 装 秀 。”周

兵说。

2016 年元宵节，七彩云南 2016（国际）民

族赛装文化节启动仪式落户永仁直苴彝族

赛装节。通过创意策划、精心组织和强势宣

传，近千名中外游客、民俗专家、服装设计

师、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楚雄彝族赛装节

火出圈外。

受邀亲历永仁直苴赛装节的盛况后，著

名时装设计师马艳丽也被彝绣之美和云南

乡村的原生态所震撼，当即表示，“一定要为

彝绣做点什么”。当年 10 月，马艳丽在北京

饭店金色大厅首秀 50 套以彝绣元素为主题

的高级定制时装，一鸣惊人。

千年彝绣登陆国际 T 台，掀起了最炫民

族风。2017 年 12 月，“云衣彝裳”绽放上海

滩 ；2018 年 11 月 ，楚雄彝族经典音乐舞蹈

服饰展演《彝乡之恋》登 上 首都舞台；2019

年 4 月，楚雄彝绣特色成衣服饰亮相上海时

装周，7 月，大型彝族服饰音乐舞剧《云绣彝

裳》炫彩首演。

2019 年 9 月 11 日，云南楚雄彝族特色精

品时装压轴亮相纽约时装周。彝绣中常用

的鱼、鸟等文化图腾以及云南大山中形态万

千的花卉在 T 台上恣意绽放，塑造出 40 余个

相映成趣的潮流造型，传统文化通过现代时

装演绎走向世界舞台，诠释千年彝绣之美。

作为见证者，周兵幸福落泪。“那一刻我

才明白什么叫文化自信，我们彝绣传承千

年，用了四年从一个乡土平台走向国际最高

舞台，充分说明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没

有理由不流泪。”他说。

从乡村到城市，从北京到纽约，彝绣以

她的传统生态之美不断扩大美誉度和影响

力，尽显传统文化的无限潜力和市场空间。

走向更广市场

“这是一 个 首 饰 盒 ，外 包 装 是 手 工 刺

绣 的 ；这 个 是 手 工 刺 绣 T 恤 ，卖 得 也非常

好⋯⋯”走进位于大姚县的云南纳喜文化创

意开发有限公司，各式各样的彝绣文创产品

陈列其中，公司董事长樊志勇一件件娓娓

道来。

在一套产品面前，樊志勇细致介绍：“这

个出生礼盒叫‘妈妈的爱’，是我特别满意的

一个系列，也是我设计的，这里有婴儿的爬

服、胎毛袋、生肖毛巾等，手工刺绣跟这种主

题很贴切。很多客户定制后非常喜欢。”

15 年前，樊志勇大学毕业后就回乡做彝

绣文创开发，一边在一线城市做商业推广，

一边在边远山村组织生产，摸索了近 5 年才

度过创业瓶颈期。如今公司正走上正轨，业

绩蒸蒸日上，今年预计销售额达 1360 万元。

“这么多年，我们在产品研发上花费很

大功夫。结合大众日常的衣食住行，研发出

来的产品才会让客户感觉有触动，做有用的

设计，而不是简单地把彝绣照搬进来。”樊志

勇说，这是她创业多年的心得。

张丽琼也有同样的感悟。由于频繁参

加各地的展会，2017 年，她借鉴别人经验着

手生产彝绣相关产品，不过一开始并不顺

利。“我看到别人把绣片和皮具结合起来非

常好，我就想着彝绣为什么不可以？”张丽琼

说，她花了 10 多万元制作了一批彝绣包包，

投放市场后，效果并不理想。“我用了大红的

花朵绿色底，民族味特别浓，我认为非常

漂亮，但是顾客不一定这么

认为。”

经过多次调整，张丽琼决定摒弃过于鲜

艳的色彩，改为符合现代审美的素雅色彩，

但仍然保留彝族刺绣的纹样。此后，丝巾、

帽子、笔记本、手提袋、抱枕⋯⋯数十种产品

被研发出来，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这款彝绣彝药香囊是我们和楚雄州中

医院的跨界合作。我们负责设计外观，医院

负责制作不同功效的药包，有助睡眠的，有

提神的⋯⋯产品很受欢迎。”张丽琼说，公司

去年销售额达 700 万元。

楚雄彝绣生长于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但也普遍存在创意研发能力弱、盈利模

式不稳定、产品类型单一等问题。同时绣娘

以传统农村妇女为主，从业人员不稳定、加

工工艺简单、加工技术相对落后，缺乏将传

统技艺与现代技术、时尚需求相结合的能

力，研发彝绣新产品的力度不够。

今年以来，楚雄州带领彝绣企业二进上

海，三进福建，拓展了彝绣产品市场空间，并

推动“楚雄彝绣”与“妈祖文化”、红木家具、

莆田鞋业等联名开发文创产品，实现“秀场

变市场”。

彝绣产业化发展中，许多企业已经意

识 到 实 现 标 准 化 是 另 一 个 关 键 问 题 。 樊

志勇表示：“彝绣要和大品牌合作，标准化

是核心。”

为此，楚雄州已经实施“彝绣标”，由州

委宣传部牵头注册认证“楚雄彝绣”区域公

共品牌；将《楚雄彝族手工刺绣生产技术标

准》申报为国家标准；打造“彝绣库”，收录

300 多个彝绣纹样，并不断加强对农村绣娘

的培训。

近日，楚雄州委印发了《关于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楚雄州支持文化事业文化产

业繁荣发展扶持和奖补办法》相关政策，以

加快包括彝绣在内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彝绣是一个温暖的、关系全州千家万户

的大产业，我们将强化彝绣产品市场拓展，大

力打造品牌，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大力支持培

育一批专精特新骨干企业，把楚雄打造成

为全国民族刺绣示范州和全省文

化产业的重要支撑区。”楚

雄州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李汶娟表示。

湖北赤壁羊楼洞：

古老砖茶“玩”出新花样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12 月 17 日，天气晴好，湖北省赤壁市羊楼洞

村茶农葛桂林家的茶园民宿迎来了一批客人。今

冬，葛桂林除了种茶，又多了一件生意经：茶家乐。

“茶山空气清新，在这里既可以品茶静憩，又

可以带小朋友去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逛逛，

学习茶知识，了解茶文化，一举多得。”来自武汉的

游客周显平带着一家五口专程来此过周末。

随着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人气渐旺，葛桂

林家的茶叶基地便有很多自驾游观光者慕名而来。

羊楼洞位于湘鄂交界的赤壁市赵李桥镇，四

面多山，其形如洞，相传昔有牧者建楼饲羊于此而

得名。明清时期，羊楼洞水陆交通便捷，既是湘鄂

要冲，又是赣北咽喉，周边有上规模的茶叶生产基

地，吸引各路茶商纷至沓来。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在对外贸

易的驱动下，羊楼洞由一个古村落发展成为工商

业重镇。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羊楼洞茶业鼎盛期，尤

其以青砖茶制作享誉国际，俄、英等国外商人和晋

商、粤商及本省商人在此投资经营茶庄 200 多家，

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古镇人口超过 4 万，成为周边

茶区收购、加工、销售的集散地。1861 年，中国第

一块机制砖茶诞生于此，标志着羊楼洞率先由手

工制茶到机械生产砖茶，进入近代工业水平。

二十世纪初，在羊楼洞压制完成的青砖茶，由

独轮车运抵赤壁新店装船，出大江运至汉口，溯汉

水至襄阳，然后舍舟登陆，改用蓄驮车运至黄河，

再由晋商驮队穿越大草原与荒漠，进入俄罗斯的

恰克图，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如今，羊楼洞砖茶及其制作工艺已成功申报

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赤壁市羊楼洞砖茶

文化系统获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被推

荐申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名单。近

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53 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名单，赤壁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位列其中。

赤壁市是中国青砖茶之乡、中国米砖茶之

乡。该市现有茶园总面积 13.4 万亩，茶叶年产量

3.1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 21 亿元，位居全国 100 个

重点产茶县市第 10 位，砖茶销售占全国近 35%的

市场份额。

赤壁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姜琴说，凭借得天独

厚的历史底蕴、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赤壁市正着

力推动以茶为载体、以茶文化体验为核心、以 107

国道为轴线，将羊楼洞明清古街、新店万亩茶园、

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等茶产业连线成片，形

成集“观光游览、科普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茶

文化主题休闲度假区，努力打造成为华中地区休

闲旅游度假基地的重要板块。

“产业园以全茶产业产品开发+茶文化旅游

为核心，集茶叶种植、研发、生产、加工、包装、仓

储，茶文化传播、电子商务与茶生态旅游于一体的

多元化茶生态产业园，是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推广部部长肖琦说，“我

们着力打造茶研学旅游品牌，推出采茶体验、炒茶

及茶艺体验等研学项目和茶文化科普研学活动，

深受市民游客喜爱。”在这里，赤壁青砖茶还被开

发成茶食品、茶医药、茶服装等 100 多类 300 多种

衍生产品，古老砖茶被“玩”出了新花样。

记者在园区中国青砖茶未来实践展示馆看

到，该馆以中国青砖茶文化展示中心、中国现代智

慧茶业实践中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中心

为定位，打造集文化体验、品牌传播、产业认知、产

品品鉴于一体的赤壁青砖茶核心场域，对工业生

产、工艺流程、建筑景观、科技成果、工业遗产等内

容进行充分展示，这填补了赤壁市、咸宁市“茶工

业”旅游项目的空白。

如今，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年产青砖茶

达 1.5 万吨，年接待游客量超 30 万人次。茶旅产业

发展还带动了周边水果采摘、乡村民宿等业态，吸

纳了大批居民就业。“我们已组建了专业营销队伍，

展开全方位营销策划，推出了‘轻’砖茶新产品，更

加便捷化、时尚化、功能化”。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国平说，目前正对羊楼洞

茶文化生态产业园进行改造升级，打造世界赤壁

青砖茶文化展示中心、华中农旅融合示范基

地，争取建成青砖茶历史文化、生产加工、观

光旅游、娱乐购物融为一体的主题生态

产业园。

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智能化生态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智能化生态

种植茶园种植茶园。。 童金健童金健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云南纳喜文化创意开发有

限公司研发生产的彝绣餐桌系

列产品。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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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纳喜文化创意开发有限

公司，绣娘们正在刺绣。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