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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翻飞，剪刀巧舞，建筑、人物、风景……

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在她手中慢慢呈现。赵美玲

专注剪纸数十年，用巧手剪出一幅幅细节丰满

而又折射时代变迁的剪纸作品。

网 络 直 播 间 内 ，一 位 65 岁 的 老

人，戴着老花镜，手持红纸和剪刀，脸

上满是笑容。她一边和粉丝亲切互

动、讲述剪纸背后的故事，一边认真

展示剪纸的制作过程……这位老人，

就 是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赵美玲（见上图，本报记者翟钦

奇摄）。

赵美玲的剪纸与别人的最大不同

就是“有味道”，用她的话说，“我这个

剪纸源自生活。”2010 年，她完成了总

长 140 米，包含 3700 多个人物、近 200
间房屋的《农民纪事图》等剪纸作品，

刻画了从土房窑洞到砖瓦房四合院的

乡村变化。

赵美玲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

达拉特旗东海心村是黄河岸边的一个

小渔村，这里坐落着赵大剪乡村记事剪

纸艺术博物馆，她的巨幅剪纸都在这里

展出。赵美玲一边介绍作品，一边说：

“剪纸的第一步，就是要想明白作品到

底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比如《农民纪事

图》，上面的人和事大都是我亲身经历

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真事。”

最初创作巨幅作品时，赵美玲走过

不少弯路：画面出现重复、整体效果不

协调、叙事不连贯……经过多次的尝

试，如今的赵美玲已经可以轻松驾驭。

在《农民纪事图》中，赵美玲以年代为叙

事线索，刻画农民生活的可喜变化。

选取了合适的故事，赵美玲还要手绘每一部分的构图，

“要想做好剪纸，先得是个好画家。”每次绘图，赵美玲都戴着

老花镜，贴在纸面上，一点一点细致地描、精心地画。

记者看到，在她的作品中，图像和文字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场景和人物也打破了时空的界限，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绘图设计完成后，下一步就是剪裁。赵美玲使用的是一

种独创的特殊刻刀，“跟平常的剪刀相比，这把刻刀用力的角

度不一样，剪的顺序也不一样，双手配合起来不容易，对手法

的要求更高。”赵美玲的作品虽动辄上百米，但是每幅作品的

细节刻画都十分生动。“剪纸一般就只有红白两个颜色，必须

通过两个颜色展现出动态和细节。”赵美玲说，在创作中，她综

合使用画稿剪纸、多层剪纸、染色剪纸等多种技法，完成了一

幅幅细节丰满而又折射时代变迁的剪纸作品。

赵美玲的剪纸技艺源自家传，她的姑姑和外婆都是远近闻

名的剪纸高手。从小在家人的影响下，赵美玲认真学习了传统

剪纸技艺。“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买不起红纸，我们姐妹三人

就用报纸、草纸来练习。”赵美玲说，刚结婚时，家人不太支持她

做剪纸，觉得“没啥用”，但她硬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坚持了下来。

现在，赵美玲想得更多的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剪纸

的魅力，把剪纸技法传承下去。在她的带领下，许多当地年轻

人开始参与到剪纸技法的传承中来，她的剪纸队伍也逐渐壮

大。“现在我的学生，包括家里的晚辈，都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进

来。我相信剪纸的未来会更好。”

谈到未来的计划，赵美玲坦言，“还是想跟上时代。”如今，

这位 65 岁的手艺人积极拥抱网络技术，开启了网络直播。直

播间的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千人。“我想以后

把博物馆开到网上，让大家坐在家里就能看到我的剪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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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不仅有绿水青山、新鲜空气，也有

历史文脉、乡愁情怀。如今，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对乡村旅游产品的要求也逐渐

升高，过去单纯的田园农家乐和钓鱼采摘模

式早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诗和远方如何更好携手、共创美好未

来，乡村旅游产业如何做出区域特色、开辟

精品线路、涵养文化底蕴，这其中大有文章

可做。

如今，在广袤的乡村，无数文旅能人用

精妙巧思和踏实能干，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

展，一条精品化、高质量的乡村旅游发展之

路正在慢慢形成。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

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我国的乡村将在文化

旅游的带动下，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把田园牧歌唱成致富兴旺的欢快乐章。

文旅能人 带富一方
康 岩

用好绿色资源，带动
致富增收

春日午后，在贵州遵义永安镇田坝村，

远处松林茶园星罗棋布，翠绿嫩芽抽立叶

尖，游客身背篓筐体验采茶。

孙德礼是当地茶产业带头人，自小长在

田坝村，虽然 70 岁了，身体仍然硬朗。无论

多忙，他每天都要泡上一壶茶，看嫩芽徐徐

舒展，如水中芭蕾，上下翻飞。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对于人才与乡村

旅游的关系，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李天翼认

为：“乡村人才是乡村文化载体，民间技艺、

习俗活动、饮食文化等传承人，传递着乡愁

与文化底蕴；乡村人才是引领乡村前进的

重要力量，一批批懂市场、善经营的人才，不

断发挥着示范作用。”

孙德礼种茶，在当地广为人知。曾经的

田坝缺水干旱，孙德礼就承包荒山，植树造

林，一步步成为林业大户。担任乡长后，他

带领大家，想办法盘活当地自然资源。

孙德礼挖了山土，带到贵阳去做化验，

结果显示土壤呈酸性，富含锌、硒等微量元

素，适宜种茶，但推广起来，难度不小。“饭都

吃不饱，还种茶？”一些村民不理解，孙德礼

就挨个走访，耐心做工作，“乡亲们不富裕，

还不是缺钱？钱从哪来？只能在土地上做

文章。”

说干就干，孙德礼辞去乡长，将承包的

荒山种上茶，一心扑在种茶上。待到采摘

后，他带着茶叶再赴贵阳，一检测，果然富含

锌、硒，这便是凤冈锌硒茶。

“大伙儿只管种，销售我来托底。”货不

翻山不赚钱，孙德礼决意拉到省外卖，结果

价格翻几番。孙德礼顺势成立了公司，以

“公司+合作社+社员”模式，将种茶发展成

产业，惠及更多老百姓。如今，整个田坝有

近 3 万亩茶园，茶叶加工场已达 74 家。

同样情景，在云南曲靖师宗县五龙乡也

在上演。路稠、板江、腊门、江龙、牛尾……

五河交汇之地，便是五龙乡。层层叠水的瀑

布，明亮翠绿的湖泊，百果争香的园林……

依山傍水的五龙，如今风光无限。

近年来，五龙乡大力发展刺绣产业，成

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扶贫示范乡。“大家在一

起，同祝样样好……”伴着踩踏织布机和缝

纫机的嗡嗡声，一曲民歌小调飞扬在乡里的

刺绣工作室，五龙乡水寨村村民余晶凤，正

带领大家飞针走线。一幅幅刺绣在五彩丝

线、绒线、金线的相互交织下，成为特色旅游

产品。

50 多岁的余晶凤是当地刺绣产业带头

人。“乡里，大伙都擅长刺绣，衣服都是自己

做。”余晶凤指着身上的绣片说，“服饰以绿

蓝为底，代表的便是五龙的山山水水”。

余晶凤告诉记者，工作室如今有绣娘 90
多名，有些是固定上班的专业工，也有务农

闲暇时计件工作的村民。

助推地方经济，传承
历史文化

“游客大老远过来，为的就是看不一样

的文化，产品只有做出文化味，才能吸引更

多人来。”余晶凤思路清晰。

乡村旅游火了，绣品更受青睐。“有了互

联网和快递后，产品更好卖。”余晶凤说，服

饰、织锦、流苏小包、桌布……订单和产品不

断增多。如今，工作室每年销售刺绣服饰多

达上万件。

在工作室，余晶凤还分隔出作业区、产

品展示区和体验区，“要增加更多刺绣文化

体验活动，让游客感受到更多乐趣。”余晶

凤说。

远隔千里的甘肃天水麦积区，因为融入

了文化元素，旅游生意也越做越火。

走进一间陶瓷作坊，女工的刻刀划过陶

胎，沙沙作响。“她们在给陶胎‘美容’呢！”天

水汉唐麦积山艺术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方

天平说，陶胎出模，略有瑕疵，或是合缝不

平，或是纹饰不显，得经过一番打磨才能入

炉烧制。

有着 1600 多年历史的麦积山石窟，是我

国四大石窟之一，2014 年作为中哈吉三国联

合申遗项目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依托麦积山石窟旅游资源，当

地乡村游得到快速发展，陶瓷制品成了特色

旅游产品。

李天翼认为，中西部地区曾是我国贫困

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但因乡村类型多、自然

风光独特、地域文化丰富，乡村旅游在助推地

方经济、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有大作用。

生长于斯的方天平本行是土木工程，转

型做文化产业，对他来说着实不易，光陶土

就 试 了 一 年 多 。“ 不 知 道 烧 陶 的 土 还 分 酸

碱。”他四处找土不断调配，偏酸性了粘模

具，偏碱性了一烧就裂。“还有做模具，要精

雕细琢，一点都不能着急。”方天平说。

第一批产品出炉，已是 4 年后。当窑炉

开 启 、陶 胎 器 身 挺 拔 ，方 天 平 乐 得 合 不 拢

嘴。可高兴没两天，又愁上眉头：卖给谁？

方天平说，看的人都说好，就是没人买。“不

能砸手里呀！”方天平雇一辆大卡车，进京展

览。“惊艳全场，一售而空。做好文化宣传，

不愁没有销路。”方天平说。

延伸产业链条，加快
转型升级

如今，凡有展览，方天平就参加。方天

平说：“多跑多看，对旅游文创才有新认识。”

方天平的陶器观众喜欢，百看不厌，想

买却嫌大。方天平转念一想，得做出适合普

通游客购买的产品。方天平决定再转型，找

专家请师傅，着手制作微缩版产品。

公司随即开发了高 30 厘米左右的产品，

大受欢迎，销量走高，用工也增加了。“工人

大都是附近村民。”方天平说，最多时用工 50
多人。

孙德礼也考虑转型。“卖茶也要卖风景，

搞茶旅一体！”伴随茶叶规模扩大，当地逐渐

形成“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特色景区。

随后几年，孙德礼建起了民宿，还带动

许多老百姓也开起了民宿、农家乐。据统

计，田坝村今年一季度共接待游客 10.12 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123 万元。

因为爱茶，孙德礼的儿子孙亮民也学成

返乡，子承父业做茶产业。“得一代一代干下

去。”孙亮民接连创新，先后推出采茶、制茶、

识茶、学茶等板块，新增研学内容，让茶旅一

体化更立体。

从过去的穷乡僻壤到现在旅游特色小

镇，家乡变化让余晶凤赞不绝口。“叠水瀑

布、五洛湖、百果园、刺绣、糯米饭……让客

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就是我们的

目标。”

专业人士分析，乡村旅游链条长，涵盖

吃住行游购娱等产业要素，吸纳就业人数

多，进入门槛低，收入可观；同时，也是污染

较少的行业，有助于山水林田湖的保护。“另

外，乡村文化蕴含社会治理要素，尤其体现

在乡风文明构建等方面，用好这些智慧，就

能助力乡村振兴。”李天翼说。

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快速增长、品牌示范效应逐渐显现—

乡村旅游好光景
本报记者 苏 滨 李茂颖 王锦涛

核心阅读

近年来，乡村旅游逐渐
成为消费热点，有力带动了
各地村民致富增收。一方
面，乡村游客量和旅游收入
快速增长，山清水秀、生态优
美的乡村吸引力逐渐增强；
另一方面，依托丰富的乡村
文化资源，各类乡村旅游品
牌不断涌现，一幅幅火热生
动的乡村旅游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

■R 一线调查·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编辑手记R

（上接第一版）拟投资 25 亿元建设的全

国首个职业教育虚拟仿真（VR）示范实

训基地，将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在甘肃，集中力量建设 10 所高水平

高职院校、30 个高水平专业群，着力打

造 35 所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 100 个优

质 专 业 ，成 为 打 造“技 能 甘 肃 ”的 重 要

支撑。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与 40 多家企业

缔结校企战略合作关系，共建实习实训

基地，共同制定专业建设标准，共同探

索现代学徒制。这所中职学校的学生

以过硬的综合素质连续 19 年参与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工作。

产教融合，也已逐渐上升为不少城

市发展的战略布局。

上海出台了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

方案，重点围绕临港自贸区产教融合核

心试点区，推动应用型本科、高职院校

签订若干重大产教融合项目；无锡高新

区 把 区 校 一 体 化 融 合 发 展 纳 入“ 十 四

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职业教育与产

业需求深度融合、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

全面贯通、人才培育与区域发展全面连

通等。

通过深化产教融合，高水平职业院

校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格

局清晰可见。

据 了 解 ，目 前 全 国 职 业 学 校 开 设

1300 余 个 专 业 ，覆 盖 了 国 民 经 济 各 领

域，专业布点 10 余万个。

技术赋能，每个人
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职 业 院 校 70%以 上 学 生 来

自农村，许多家庭通过职业教育

拥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

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教

20 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开宗明义。职业教育为千千万万年轻

人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

在四川省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病

房里，护士扎西祝玛照顾着几位老年患

者，喂饭、翻身，无微不至。“初中毕业那

年，我以为自己要放一辈子的羊。做梦

都没想到有一天会定居成都，成为一名

医院正式职工。”说起自己的经历，扎西

祝玛心怀感激。

扎西祝玛家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木

里藏族自治县俄亚乡子洛村。“是四川

‘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改变了我的人

生，不仅 3 年学费全免，每月还有 300 元

的 生 活 补 助 ，往 返 学 校 的 车 费 也 能 报

销。”扎西祝玛说。

与扎西祝玛一样，受益于职业教育

的还有贵州小伙秦龙江。去年，秦龙江

靠在山东青岛做船员的收入，翻盖了老

家的房子。2015 年，青岛海运职校与安

顺民族职校结成对子，将船员培养作为

合作方向，秦龙江正是首届航海捕捞专

业的学生。

职业教育，既关乎国计，也涉及民

生。近些年，职业教育在服务就业改善

民生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脱贫攻坚战中，门槛更低、

成本更小、就业通道更为直接的职业教

育，成为教育扶贫的“排头兵”。当前，

我国职业院校 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

村，许多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

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斩断了贫困代际

传递的根子。“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

贫一家”，让越来越多的家庭日子越过

越红火。

——2019 年 高 职 扩 招 116.4 万 人 ，

2020 年高职扩招 157.4 万人，设立中职

国家奖学金、扩大高职院校奖助金覆盖

面 、提 高 补 助 标 准 …… 一 大 批 退 役 军

人 、下 岗 失 业 人 员 、农 民 工 、高 素 质 农

民，通过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让人

生更加出彩。

——通过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

动计划，推进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

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职业院校全面

参与东西劳务协作等，中西部贫困地区

孩子实现了“升学有路、就业有门”。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高

等 教 育 迈 入 普 及 化 阶 段 的 关 键 推 动

力。记者从教育部获悉，近两年，全国

高职（专科）年招生已分别达到 483.6 万

人、524.3 万人，连续超过普通本科。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打赢脱贫

攻坚战后，还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下一步将

着力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加强涉农

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在服务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内涵发展，增强职
业教育适应性

突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深

入 推 进 改 革 创 新 ，优 化 结 构 与

布局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增强

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包括突出职业

技术（技工）教育类型特色，深入推进改

革创新，优化结构与布局，大力培养技

术技能人才；深化职普融通，实现职业

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

动等。

“这为我们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建

设、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打开了新空间。”教

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何聚焦重点、

疏通堵点、破解难点，推动我国职业教

育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摆

在职业技术教育战线面前的一项重大

课题。”

——提质量，稳步发展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2020 年 6 月，拥有百年办学历

史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更名为南

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2019 年以来，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实质性往前迈了一大

步，已有 27 所职业院校独立举办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专科“天花板”

逐步打破。“近年来，全国已有一批优质

高职学校新生录取分数普遍超过普通

本科控制线。‘十四五’时期将继续通过

独立学院转设等方式，整合职业教育资

源 ，发 展 一 定 规 模 的 本 科 层 次 职 业 学

校。”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促流动，“职教高考”成为招生

主渠道。这段时间，山东省东营市广饶

县职业中专护理专业学生李淑杰一直

在认真复习备考，“职教高考技能测试

近在眼前，紧接着就是文化课和专业课

考试，希望自己能升入心仪的大学。”如

今，越来越多的中职学生通过“文化素

质 +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走入大学。

2020 年，全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逾 300
万人，超过高职学校招生总数的 60%，促

进了人才多元发展。

——定标准，推行“学历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前不久，沈阳职

业技术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学生

高宇成功找到了工作，他开心地说，“多

亏了 1+X 证书制度，让我在择业时有了

更多选择。”1+X 证书制度，是指在获得

学历证书基础上，同时获得若干个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从实际效果看，1+X 证书制度既夯

实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基础，又拓展了

学生就业创业本领。‘十四五’时期，1+
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将转入常态化、系

统化阶段。”

此外，面向未来，职业教育在提质

培 优 、高 质 量 发 展 以 及“走 出 去 ”等 方

面，也迈出重要步伐。

2020 年以来，山东、江西、甘肃等 7
个省份共建职业教育创新高地整省试

点先后启动，江苏苏锡常、广东深圳等 5
个城市（圈）试点，作为职业教育提质培

优的先行者、探路者；

“双高计划”是引领职业教育新一轮

重大改革的排头兵、领头雁。中央财政

每年引导资金 20 余亿元，带动大量资

源、资金向职业教育聚集。据了解，“双

高计划”立项建设的 253 个高水平专业

群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有力支撑了国家现

代化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在海外建立 17 个“鲁班工坊”，“中

文+职业技能”融合发展，在全球 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中文+职业技能”特

色项目，涉及高铁、经贸、旅游、航空等

领域……在服务国家扩大开放、“一带

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上，职业教

育也将发挥更大作用。

展 望 未 来 ，职 业 教 育 必 将 大 有 可

为 、大 有 作 为 ，成 就 更 多“技 能 改 变 人

生”的精彩故事，书写服务乡村振兴、助

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

图①：云南曲靖师宗县，村民在

学习刺绣。 陈海燕摄

图②：贵州遵义田坝村茶园里，

村民在采茶。 王治文摄

图③：甘肃天水麦积区一间陶

瓷作坊里，工人在打磨陶胎。

本报记者 王锦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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