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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参 加 这 个 活 动 真 是 太 幸 运

了”。一群老外玩得不亦乐乎，打糍

粑、舞龙、泡温泉……的亲身体验让他

们乐在其中，舍不得离开。在湖南省

人民政府英文门户网站举办的“老外

视界·乐道湖湘”活动中，受邀参加“带

你游湖南”的外籍摄影爱好者和社交

达人大呼过瘾。

“老外视界·乐道湖湘”是今年湖

南省委网宣办主办的湖南省第三届网

络文化节的活动之一，从 2014 年 10 月

起至 12 月底结束，将历时 3 个月。继

去年“‘老外看湖南’网络微拍秀”活

动，今年的活动一启动便得到了省旅

游局和湖南省两型办的大力支持，以

及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友人

的积极响应。湖南的网络文化节不

仅为本省网友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网

络精神文化生活，还兼顾那些热爱湖

南、想来湖南和已经生活在湖南的外

籍友人，为他们创造了解湖南、融入

湖南的平台。今天的湖南，开放的步

伐逐渐加快，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全

球视野的国际化地域，正在向全世界

彰显其梦想。

“老外带你游湖南”和“老外看两

型”，是“老外视界·乐道湖湘”的重头

戏 ，组 织 外 籍 友 人 体 验 湖 南 优 美 风

景、精深文化，展示两型社会发展、先

进成果。“老外带你游湖南”活动历时

约 1 个月，吸引了 2000 余名外籍友人

踊跃报名。从 10 月 18 日开始，先后组

织了 40 余名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

加拿大等国的摄影爱好者体验长沙-

娄底-邵阳地质奇观游、通道-城步-

绥宁湘西南游、花垣-保靖-永顺-沅

陵湘西酉水河沿岸文化游、岳阳-长

沙-衡阳湘东高速游、岳阳-益阳-常

德环洞庭生态游、郴州温泉游 6 条省

内特色旅游线路。新化梅山龙宫、新

宁崀山美丽的地质奇观，神秘的黄桑

苗村和通道侗寨，广袤无垠的南山大

草原，江石牛寨、浏阳大围山、南岳衡

山等不一样湖湘名山，湘西的民族风

情，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和君山上的美

丽 传 说 ，益 阳 竹 海 和 世 外 桃 源 的 闲

适 ；还 有 郴 州 冬 日 里 暖 暖 的 温 泉 温

泉，莽山的浩瀚云海……从北到南，

自东向西，踏上湖南的名山大川，悠

久历史沉淀下的深厚文化，少数民族

的 别 样 风 情 ，都 让 外 籍 友 人 流 连 忘

返，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瞬

间，用笔写下一篇篇优美游记，外籍

友人拍摄的照片有万余张，写的游记

有 50 余篇，赞叹湖湘美景，介绍给自

己的亲朋好友，将湖南这个自然与人

文、历史与创新完美融合的福地推向

世界。

接下来，老外们还将参与“老外看

两型”活动，将一同前往省内较有特色

的 10个两型社会示范企业进行交流和

拍摄，展示湖南两型社会建设成果，推

动特色产业国际化、宣传湖南的经济

社会发展。

在 Facebook、Line、What’s App 等

平台上，通过转发集赞等方式，邀请外

籍旅游爱好者参与到活动中，通过他

们的影响力，宣传活动，网聚人气。短

短一个月，官方微信、Facebook 上每条

信息浏览量累计达到 10000次以上，点

赞累计达 2000条以上，转载上百条，评

论多达 200 条。活动官方微博主动推

送相关讨论微博 78 条，创建活动专属

话题“老外视界·乐道湖湘”，并对微博

活动信息进行统一管理。截至 11 月

19 日，话题阅读量达到 46.6 万，讨论数

2510条。

“老外带你游湖南”和“老外看两

型”活动结束后，外藉友人的摄影及

游记作品还将参与“老外视界·乐道

湖湘”的“湖南传播使者”评选，所有

作品在湖南省人民政府英文门户网

站官方平台上接受网友投票，最终选

出“湖南旅游传播使者”和“湖南两型

传播使者”，通过他们，合理、有效、持

续传递湖湘主流核心价值观和湖南

良好形象，让各国的人们主动深入地

体验和接受湖湘文化，促进更多的人

前来湖南旅游投资兴业，让越来越多

的企业与湖南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

合作。

不同肤色传递湖湘大美
潘思慧

洞庭好风光 沅江芦笋香
吴晓华 唐顺祥

一望无际的芦笋郁郁葱葱 沅江新鲜芦笋

痴迷蓝印花布的年轻人
谢 兰

各国朋友，乐道湖湘。

师傅蒋良寿（右）教王坚（左）给布刮浆

11 月 23 日，由沅江市人民政府与

产学研战略合作伙伴湖南中医药大学

联合主办、湖南农业大学协办的沅江

芦笋功能价值研讨会举办，相关省市

领导、学术界专家、新闻媒体、企业界

人士出席。

2000 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将

芦笋列为上品。今天，风云际会，沅江

芦笋被推上了百姓的餐桌。

沅江芦笋的植物学名叫南荻笋，

是禾本科芒属荻种的水陆两生草本植

物，与北方的芦笋不是同一品种。生

长在南洞庭湖的滩涂湿地上，具有丰

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

沅江市地处八百里洞庭腹地，接

纳四水，吞吐长江，境内河湖相通，呈

“三分垸田三分洲，三分水面一分丘”

的地貌特征。全市总面积 2177 平方公

里，辖 16 个乡镇场街道，总人口 75 万，

素有“鱼米之乡”“芦苇之乡”“生态水

城”的美称。

沅 江 拥 有 湖 南 省 最 大 的 芦 苇 产

区，芦苇生长面积 45 万亩。在造纸业

兴盛时期，芦笋长大成苇，是紧俏的造

纸原料 。 近 年 来 ，纸 业 持 续 低 迷 ，造

纸原料替代品不断涌现，导致芦苇滞

销，这一具有地方资源特色的产业陷

入 困 境 。 如 何 在 困 境 中 突 围 ？ 经过

市场论证，审慎研究，沅江市委、市政

府 决 定 凭 借 沅 江 芦 笋 不 可 复 制 的 资

源特色，药食兼优的功能价值，引导、

扶植企业进军生态健康食品领域，实

现 造 纸 原 料 向 生 态 健 康 食 品 的 转 型

升级。

据保守估计，目前沅江可年产芦

笋约 14 万吨。独特的地理、水质、土

壤、气候等自然条件，不用人工施肥，

不喷洒农药，天然野生，远离污染的生

长环境，使沅江芦笋幼苗粗壮，形体肥

硕，内壁厚实，纤维细腻，颜色嫩绿。

作为食材，无论清炒、凉拌还是火锅炖

煮，口感均柔软润滑，清香脆嫩，鲜美

爽口，符合健康生活的需求，是八百里

洞庭对人类美食的馈赠。

2014年，为沅江芦笋产业的起步之

年。在“政府扶植、市场导向、科技引

领、龙头带动、品牌培育”的战略思路

下，全市先后有 6 家本土企业进行芦笋

深加工。先后开发了冻笋、腌笋、口味

芦笋、休闲即食芦笋、芦笋面条、芦笋饼

干、芦根饮料等多类产品，产品销往北

京、上海、广州、武汉、济南、成都、深圳、

珠海等 20 多个大中城市，市场口碑较

好，初步形成了产销两旺局面。据湖南

农业大学分析检测，沅江芦笋含有大量

的膳食纤维，16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

及丰富的硒、钾、钙、锌、镁和黄酮等成

分。特别是其有机硒含量高于普通蔬

菜 10 倍至 30 倍，易于人体吸收。现代

医学研究表明，芦笋中丰富的膳食纤

维、有机硒和黄酮具有较强的防癌抗癌

活性，黄酮类物质对 10 余种癌细胞都

有很好的抑制杀灭作用，并能减轻放

疗、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呕吐、脱发

等不良反应，对人体不会产生任何毒副

作用，可以作为癌症病人的辅助治疗食

品。芦笋是很好的抗氧化食物，是降脂

减肥、美容祛斑、延缓衰老的保健佳品，

其清热生津、清肺解毒功能具有明显的

清霾效果。《本草纲目》记载：芦笋“瘿结

热气，利小便”，具润肺、镇咳、祛痰、杀

虫之功效，能“解诸内毒”。2000多年前

的《神农本草经》将芦笋列为上品之上，

久服轻身益气延年。《中华医典》详述芦

笋内含芦丁、维生素 C，能降低血压、软

化血管、减少胆固醇吸收，可作为高血

压、冠心病人的食疗方剂。

沅 江 人 钟 浩 如 作《沅 江 芦 笋 赋》

云：“芦笋可谓洞庭野珍，所幸根植外

湖 远 离 田 畴 ，与 农 药 化 肥 无 染 ，享 尽

原 生 风 光 只 与 风 浪 为 伍 。 世 间 佳 肴

珍在 野 润 ，物 竞 天 择 ，天 者 概 指 物 候

地理，因沅邑博纳广水，洲土厚积，以

至水肥、地沃、风润、气暖。芦苇生长

亦能从容，食用营养结构已远胜人工

栽培。水渚滩涂遍布市域，洲显洲隐

地力强盛，故笋肥肉嫩品甲国中。”

沅江芦笋产业是湖南省食品行业

中的一个新型产业。发展沅江芦笋产

业，是富民、健康、有机、朝阳产业，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顺应广大消费者

“畅享健康人生”的追求。

在沅江芦笋功能价值及国家绿色

产业政策主题研讨会上，专家们分别

以《加大协同创 新 力 度 ，促 进 产 业 转

型升级》、《国家对绿色食品发展的推

进政策及芦笋的研究进展》、《药食同

源——植物芦笋的功效及保健作用》、

《沅江芦笋保鲜技术简介》、《拓展沅江

芦笋市场的营销战略思考》为题，从不

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沅江芦笋做了权

威论述，对沅江芦笋产业发展具有实

际指导意义，也让与会人员分享了科

技创新的成果。目前，沅江芦笋已经

向国家工商总局申报注册原产地认证

商标和地理标志名称。培育和推广沅

江芦笋品牌，扩大品牌影响力，为沅江

芦笋产品标准化、集约化、品牌化生产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弘扬沅江芦笋文化，推广沅江

芦笋产品 ，推 动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促 进

人 民 身 体 健 康 。”沅 江 市 委 书 记 邓 宗

祥 介 绍 ，今 年 ，沅 江 市 已 投 入 资 金

3500 万元，用于文化宣传、科学研究、

基 地 建 设 、产 品 生产、品牌打造和市

场 开 发 ，先 后 与 湖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食 品 科 学 技 术 学 院 等 高

等 院 校 、签 约 协 作 ，初 步 实 现 了 当 地

政府、芦笋生产企业、芦苇承包业主、

当地农民和消费者“五满意”。

邓宗祥说，沅江发展芦笋产业具

有较好的基础条件。沅江市委、市政

府审时度势，大力推动芦苇造纸原料

产业向芦笋食品药品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他们的预定目标是，向年产值 100

亿元进军。

1000 多年前，湖南邵阳县五峰铺镇

人首创了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又叫豆浆布，源于远古时

代苗族、瑶族人的“阑干斑布”和“腊颉”，

是一种用石灰、豆浆纺染花靛蓝染色的

双色布，是我国传统印染艺术百花园中

的一个奇葩。2008 年 4 月，蓝印花布印

染技艺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土生土长的邵阳县伢子王坚，对传

统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从最初的好奇到痴

迷，再到行家里手，与蓝印花布印染结下

了不解情缘。

结缘蓝印花布

王坚，1981年出生，高中毕业后外出

务工，从事过很多行业。2005年回到家乡

发展，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

到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从此痴迷于此，一

发而不可收。见到王坚时，他正系一条围

裙，手里拿着一块蓝底白花的印花布，面

带微笑地站在一个装了蓝色染料的大染

缸前认真洗布。王坚怎么和蓝印花布接

触到的？说来也巧，他家紧邻邵阳县文化

馆，和邵阳县负责非遗项目的工作人员很

熟悉，他经常自愿做司机，出车出力，和非

遗保护的工作人员一道下乡考察。

2010 年年初，王坚和邵阳县文化馆

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五峰铺镇考察蓝印

花布印染技艺的传承情况。在一条古老

的街道，他看见一家蓝印花布的老作坊，

屋里挂满了蓝印花布，桌上地上摆了很

多蓝印花布的印花模板。一位老人正在

几口大染缸前的长桌旁，手拿一块薄薄

的长方形胶片给布刮浆。老人染布动作

娴 熟 ，染 出 来 的 布 质 朴 、素 雅 ，很 漂

亮。他忍不住想试一下，刮了一次，就

停不下来了，越刮越开心。

虚心拜师学艺

时隔半个月，王坚专程来到老作坊，

拜那位老人为师，而这位老人正是湖南

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印花布印

染技艺项目传承人蒋良寿。拜师后，王

坚定时到老作坊去学习，从配料、刮浆、

染色到实践，花了近半年时间。在别人

看来枯燥乏味的印染，他却学得津津有

味。他说，“学习染布不会觉得枯燥，每

次都有新收获、新感觉。”

这一学就是 4 年。在这几年的学徒

过程中，王坚感受颇深，不仅更深层次了

解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

了解到当代传统技艺拥有者的责任重

大，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不仅需要保护

其传统技艺的完整性，而且需要将传统

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之中。

2014 年初，为更好地掌握蓝印花布

传统技艺，王坚跟随邵阳市非遗专家覃

保来走街串户，了解传统印染技艺的原

始工艺特征，两次深入贵州苗寨学习蓝

靛制作技艺。学艺几年，他不仅掌握了

蓝印花布的传统印染技艺，而且利用自

己的所学对传统技艺的表现形式进行创

新。在邵阳非遗中心专家的指导下，取

得很好的成绩。

传承保护创新

“染出来的布每一匹颜色都不一样，

需要不断尝试、试验。”王坚对布的颜色

要求非常高。他说，“布的颜色是最关键

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在保持传统蓝印花

布印染技术的前提下，他尝试用其他材质

的布反复做试验。通过创新，不仅让蓝印

花布的传统技艺得到保护，还添加了一些

现代的元素，让现在人更容易接受，加强

蓝印花布在现代社会的推广和实用性，更

有利于扩大蓝印花布的销售市场。

邵阳蓝印花布以其纹样古朴、巧为

拼集、虚实明暗、注重大的色块对比和细

部刻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清新的美

感而备受人们的喜爱。它不仅好看经

用，其环保、绿色更是一绝。蓝靛草染出

来的布料不会对人身体造成伤害，还有

医药效果。蓝印花布的生产有别于化学

染料的应用，在更加注重环保、健康的今

天，蓝印花布又开始受到城市居民及收

藏爱好者的喜爱。王坚说：“保护和恢复

古老而又精湛的传统技艺，使邵阳蓝印

花布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邵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杨

拥军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

传统文化技艺传承的队伍中来，让传统

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