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2 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石栏镇的 40 多名苗

绣绣娘陆续来到镇上的七绣坊苗族

服 饰 有 限责任公司，领取当月的工

资。数着手中靠针线换来的钱，绣娘

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得益于当

地文化部门开展的“让妈妈回家”苗

绣扶贫项目，她们不再舍近求远外出

打工，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近 年 来 ，湖 南 省 加 大 力 度 深 耕

“非遗+扶贫”，通过发掘多个非遗项

目的市场潜力，开展有针对性的公益

培训，既实现了非遗保护传承的“见

人见物见生活”，又促进了大批外出

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带动了贫困家庭

脱贫致富，较好地改善了当地的“空

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政府扶持推动非遗扶贫

花垣县石栏镇文化站站长麻正

兵是“让妈妈回家”项目的发起人。

2012 年，他推荐镇上一位绣娘参加苗

绣比赛，作品获奖后当场拍出 1.8万元

的价格，这让麻正兵意识到依托苗绣

推动扶贫的契机。“我组织镇上妇女

成 立 了 苗 绣 合 作 社 ，尝 试 采 用 规 模

化、标准化方式生产苗绣。绣娘们的

手工苗绣制品，可以卖出几千元到上

万元，每个人的月收入可达两三千元

甚至更多。”麻正兵说。

2016 年，在文化部和湖南省文化

厅的支持下，湘西州文广新局与北京

木真了服饰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湘

西传统工艺工作站，依托湘西丰厚的

非遗资源，采用北京木真了时装有限

公司和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设

计理念，在湘西开展集非遗生产性保

护、文化精准扶贫于一体的传统工艺

振兴项目，石栏镇文化站成为“让妈

妈回家·苗绣培训创业基地”。

公益培训织就百姓脱贫梦

随着“让妈妈回家”项目的持续

推进，返乡人数越来越多。在麻正兵

的鼓励下，在外创业的石栏镇姑娘石

佳于去年 7 月返乡创办了七绣坊苗族

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以来，

我们先后开办了 13 期苗绣培训班，每

期 20 天，向绣娘传授苗族民间工艺美

术、苗族民间刺绣工艺等基础知识和

技能，共培训了近 600人。”石佳说。

在外打工近 10 年的龙春玉于去

年 9 月返乡就业，“经过培训，现在能

绣一些绣片了，每个月能赚 2000 多元

补贴家用。”龙春玉说，最开心的是，

在家门口赚钱能够多陪伴女儿。

目前，湘西州在 4 个苗族聚居县

设立了 20 多个苗绣创业培训基地，累

计培训绣娘 6000 余人，创造就业岗位

近 3000个，人均年增收近 5000元。

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文坡

村党支部书记粟田梅是侗锦织造技

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11 年，

她提出“大力发展侗锦产业，辐射带

动生态文化旅游、特色种养业”的发

展思路，并毫无保留地把侗锦织造技

艺免费传授给当地及周边县市区的

妇女，先后带动 4000 多人走上侗锦织

造的致富之路。“现在我们每年固定

开展两期集中培训，每期培训多则三

四百人，少则五六十人。”粟田梅说。

在湘西龙山县，土家族织锦技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叶水云每年都

会为当地留守妇女开展土家族织锦

技艺培训，手把手教会了 200多人。

“非遗+文创”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今年 6 月，2018“锦绣中华”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在北京恭王

府举行。其间，由湘西传统工艺工作

站 带 来 的“ 木 真 湘 韵 —— 非 遗 服 饰

秀”让观众感叹，苗绣服饰原来可以

这样“潮”。

据湘西传统工艺工作站站长、北

京木真了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

琳介绍，两年来，他们的设计团队在

湘西深入考察、搜集、整理非遗苗绣

作品和技艺，寻找双针锁绣、绉绣、辫

绣等几近失传的各种苗绣绣法。“每

次调研结束后，我们会将照片、材料、

银饰、当地服装进行分析，从中找出

湘西苗族服饰特色纹样，再进行提炼

加工，打造出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

非遗服饰。”王晓琳说。

木真了设计研发出的苗绣服饰

为湘西州当地的苗绣企业提供了学

习借鉴的“样板”，生产出的产品保持

了苗绣的传统特色，取得了不错的经

济效益。石佳说：“目前，订单很多，

市场前景很好，我们的苗绣服装还很

受外国人的欢迎，七绣坊的下一家分

店计划开在巴黎。”

湘西保靖县比耳镇的土家竹编技

艺传承人姚远飞近段时间和他的实习

生们“鼓捣”出许多新奇的产品。“我们

研发了竹编字画、灯罩、果盘、茶道等 9

个系列的近百种产品。”姚远飞介绍，

2014 年，他在比耳镇成立了本顺竹艺

合作社，现已发展了 50多位成员，依靠

来单定做和网络销售，合作社成员人

均年收入可达三四万元。

张家界乖幺妹土家织锦开发有

限公司把张家界的山水人文、民俗风

情融入到织锦中去，织品涵盖居家装

饰、服饰和实用品等近 300 种，远销

美国、法国、意大利等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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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娄星区组建 17支乡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宣传队走村进院——

拿起农具务农，放下农具表演
涯 生

“非遗+扶贫”，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王骁金龙

本版责编 金 晏

全国少儿英语配音大赛
湖南赛区开赛

“8 月中旬清潭社区、8 月下旬大

桥社区、9 月中旬铁西社区……”在湖

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花山街道新时代

乡村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巡演时间表

上，今年下半年的巡演任务被安排得

满满当当。

近几个月来，娄星区开展的乡村

业余文艺宣传队走村进院巡演活动，

成为当地百姓在田间地头、庭院屋场

热聊的话题。

政府引导，
乡村竞相组建文艺队伍

7月 6日晚，娄星区双江乡洪山村

廉 政 文 化 广 场 上 人 声 鼎 沸 ，歌 声 嘹

亮，来自洪山、双江、方石、新庄等村

的 600多名父老乡亲欢聚一堂，观看双

江乡新时代乡村业余文艺宣传队“首

秀”。据娄星区双江乡党委副书记、乡

长刘剑平介绍，目前该乡文艺宣传队

共有 49 名队员，排练准备了 15 个节

目，将在全乡范围内进行巡演。

今年 4 月，娄星区根据《关于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在娄底落地见效的 15

条具体措施》，开始在全区范围内组

建新时代乡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并开

展巡演。“区里对按时完成文艺宣传

队组建和节目编排的乡镇街道，每个

奖励 2 万元；对按时完成文艺宣传队

组建和节目编排的示范村，每个奖励

1 万元。”娄星区文体广新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时雨说。

截至目前，娄星区共组建了 17 支

新时代乡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共有队

员 739 名，自编、自导、自演节目 198

个，已开展大大小小演出近百场次。

自创节目，
农民登上演出舞台

万宝镇文化站站长陈灿光介绍：

“在组建乡村业余文艺宣传队的过程

中 ，我 们 在 召 集 原 有 文 艺 人 才 的 同

时，还着力发掘乡村文艺‘草根’，吸

引了一大批有才艺的农民加入。”

文艺宣传队的组建也调动了当

地文化能 人 参 与 文 化 工 作 的 热 情 。

家住万宝镇鱼岭村的 70 岁老人刘和

平 是 唱 车 灯 戏 的 一 把 好 手 ，他 自 愿

担负起文艺宣传队的车灯戏培训工

作 。“ 现 在 有 3 个 年 轻 人 跟 我 学 戏 ，

很高兴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刘和

平说。

有了文艺人才，节目哪里来？“要

鼓励群众自己创作，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将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科普常识、村规民约等与乡村先进典

型结合起来，编排成节目，到自然村

巡回演出。”娄底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吴建平在观看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后

强调。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指导下，缅怀

救人英雄邓锦杰的诗朗诵《英雄颂》、

讲述“好媳妇”曾仲吾孝老爱亲故事

的小品《文明新风好媳妇》、宣传禁毒

知识的《禁毒三句半》、传统文化节目

车灯戏《采茶调》等一大批带着泥土

芳香的乡村文艺作品不断涌现。

干群合力，
共塑乡村文明新风

“这段时间我们起早贪黑，但看

到 村 民 对 节 目 很 满 意 ，再 辛 苦 也 值

了。”万宝镇党委书记刘飞翔表示，该

镇将在全面开展优秀节目巡演的基

础上，加大对各村文艺宣传队的指导

和帮助，培育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的文

艺宣传队，创作出更多符合镇情、民

情，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更好

地凝聚人心、凝聚力量。

全区 17 支新时代乡村业余文艺

宣传队组建后，娄星区文体广新局、

文化馆派了艺术指导组走乡入村，精

心指导节目创作和编排。各乡镇街

道和示范村也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

积极发动、组织和依靠群众，组建文

艺宣传队，按时开展巡回演出。

谢连滔是娄星区文化馆驻万宝

镇的声乐专干，自 5 月中旬以来，她几

乎每晚 7点至 10点都在为该镇文艺宣

传队指导节目排练，6 月中旬首演后，

文艺宣传队的每次巡演她都跟着队

伍一同前往，担任后勤。

乡村文艺宣传队在丰富群众业

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融洽了干群关

系，促进了乡村工作。双江乡洪山村

驻村工作队的朱志文说：“现在干部

和群众一起排节目，一起登台表演，

天天见面，很多事情不用专门开会做

工作，表演之余唠上几句，问题就解

决了。”

8 月 20 日，由湖南省文化厅、娄

底市政府指导，湖南省武术协会、

娄底市文体广新局主办的 2018 年

梅山武术邀请赛暨湖南传统武术

展 演 活 动 在 娄 底 市 体 育 馆 举 行 。

来自娄底的 5 支梅山武术代表队参

加了梅山武术邀请赛，来自全省各

市州的 8 支省级以上传统武术非遗

项目代表队参加传统武术展演。

湖南传统武术共有 1 个国家级

和 11 个省级非遗项目，其中，梅山

武术于 2014 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是一项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广

泛社会价值和民族特色的宝贵文

化遗产。

图为梅山武术邀请赛现场。

王骁金龙 文/图

本报讯 8 月 16 日，湖南省怀

化市靖州县第二期非遗馆传承培

训班在靖州非遗馆举办结业汇报

演 出 ，近 百 名 学 员 围 绕“新 时 代 、

新 生 活 、新 传 承 ”的 主 题 ，享 受 非

遗、传承非遗。

汇 报 演 出 形 式 新 颖 、趣 味 性

强，以全体人员体验龙头宴和合拢

宴开场，大家围桌而坐，学习同心

杯、扯扯杯、连心杯等少数民族敬

酒礼仪。接着，学员们用传统民俗

和传统音乐相结合的方式开始汇

报演出。

本期开设苗族歌、侗族琵琶歌

两个培训班，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内，学员深入学习了苗歌、侗族琵

琶歌、民族礼仪、民俗文化等。

（唐李晗）

本报讯 8 月 18 日，由中国图

书馆学会主办，湖南图书馆、湖南

省图书馆学会承办的全国少儿英

语配音大赛湖南赛区现场赛在湖

南图书馆举行。此次活动旨在发

挥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开展社

会教育方面的职能，培养未成年人

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能力。

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 24 名小

选手用清脆的声音，演绎了《超能陆

战队》《肖申克的救赎》等精彩片段。

此次大赛历时近 1 个月，初赛

通 过 网 络 提 交 视 频 的 方 式 参 加 。

从现场复赛中挑选出的优秀作品

将参加全国决赛。

（王骁金龙 羊 漾）

邵阳花鼓戏《山乡工匠》首演

本报讯 8 月 14 日，经过近两

个月的紧张排练，由湖南省邵阳市

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邵阳

花 鼓 戏《山 乡 工 匠》在 邵 阳 市 首

演。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冯之创

作、国家一级导演张陆雄执导，是

邵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今年

重点创作的大型剧目，将参加今年

10月举办的第六届湖南省艺术节。

《山乡工匠》是一部现实题材

的 农 村 喜 剧 ，分 为 招 标 、审 图 、巧

助、合作、情恋、拜师 6 场戏，讲述了

在省城路桥公司当工程师的包满

意立志返乡修复古桥，却遭到老石

匠 石 九 爷 、木 匠 包 六 顺 的 坚 决 反

对，而在村主任石巧巧支持下，包

满意等共同努力，最终中标修复古

桥的故事。该剧是一台雅俗共赏、

妙趣横生的轻喜剧，歌颂了新时代

“严谨、求实”的工匠精神，表达了

村民对建设美丽新农村、实现乡村

振兴的美好愿望。 （唐李晗）

新化举办群众美术书法摄影展

本报讯 8 月 15 日至 18 日，由

湖南省新 化 县 委 宣 传 部 、县 文 体

广新局、县文联联合主办，县文化

馆承办的 2018“欢乐潇湘·文化新

化 ”新 化 县 群 众 美 术 、书 法 、摄 影

作品展在罗盛教纪念馆举行。本

次展览旨在激发新化群众的文艺

热情，繁荣群众文艺创作，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

展览以讴歌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为主题，征集并筛选出书法、美术、

摄影作品共 90 余幅。这些作品均

出自全县各行各业的群众文艺爱

好者之手，生动展现了新化县改革

开放 40 年取得的成就，反映了新化

的自然风光、民情风俗、文化传统

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张 玲 余嫔婷）

浏阳启动文艺巡演倡导文明新风

本报讯 7 月 27 日，湖南省浏

阳市“移风易俗美乡村，文明新风

进万家”文艺巡演活动在沙市镇河

背村仁寿山孝文化屋场启动。

启 动 仪 式 上 ，河 背 村 评 选 出

的 10 户“ 文 明 幸 福 家 庭 ”受 到 表

彰，沙市镇 15 个村的相关负责人

公 开 承 诺“ 文 明 创 建 我 参 与 、移

风 易 俗 我 先 行 ”，浏 阳 市 图 书 馆

现场向沙市镇河背村捐赠了 2000

册图书。

浏阳市通过系列文艺巡演活

动进一步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创建

水平，倡导健康绿色的文明新风理

念，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深入开展，

助力乡村振兴。 （贾 艳）

非遗木偶展亮相津市

本报讯 近日，“欢喜人生——

古代木偶百态集藏展”在湖南省常

德津市覃仕泉美术馆亮相。展览

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通

过工艺美术师、相关从业人员及其

代表作品的展示、展演、展销活动，

呈现出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的

独特魅力。

此次展览分为布袋木偶、提线木

偶、杖头木偶三种形式，木偶头像造

型神态各异，或喜或悲、或萌或呆，

生、旦、净、末、丑，忠、奸、贤、愚各具

特性。经津市文物局专家鉴赏，这些

木偶头像源自湘西一带，从风格上看

同为一套戏剧班底，年代最久远的可

以追溯到明代。 （贾 艳 王甲林）

靖州第二期非遗馆传承培训班结业

学员们学唱苗族歌、侗族琵琶歌

苗绣绣娘在参加培训 张 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