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旅游天地2025 年 1月 7日  星期二
责编：朱金宜　　　　邮箱：zjyrmrb@163.com

一

来云南玉溪之前，我只知道这
里是著名的玉溪烟产地，直到收到
一条信息——“张记者，我明天会
身穿花腰傣民族服装到机场接你，
很醒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作协
工作人员柯纯丽在短信中说。她特
别强调，自己的着装是当地的特色
民族服饰。“花腰傣”这个词自此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

下飞机到昆明机场，一眼就认出
了柯纯丽。她头戴银饰，身着黑色傣
族服装，腰部缠着花花绿绿、织有各
色图案的腰带。“这就是花腰傣的衣
服，因为腰部的装饰物繁密美观，傣
族的这一支因此得名。”柯纯丽略带
腼腆地向我介绍。

我们一行驱车从昆明赶往新平采
访，一路上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色，树
叶苍翠欲滴，路旁鲜花盛放，令来自
北国的我有一种时空穿越之感。此行
的第一站是戛洒镇，这个位于红河谷
地的小镇终年气候宜人，被称为“没
有冬天的地方”。没过多久，远远地
就看到著名的哀牢山。云雾升腾中，
大山若隐若现，不知隐藏着多少神秘
的生灵，埋藏着多少隐秘的故事。有
时候，汉字的特定发音注定了其中必
然蕴藏的诗意。“哀牢”，当你把这两
个字说出口时，一种莫名的感伤和怅
惘便无端袭上心头。不知花腰傣的祖
先行至这里，是否也因这美丽而忧伤
的名字而驻足。

二

相传，今天生活在哀牢山脚下的
花腰傣，一部分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
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傣族，一部分是上
古时代就定居在濮水 （现称红河） 上
游的土著民族。在漫长的民族融合过
程中，他们繁衍生息，渐渐发展出自
己独有的生活方式和礼仪习俗。你看
那服装，便与别的傣族分支不同，勤
劳聪慧的花腰傣将自己对自然万物的
理解诉诸针线，用独特的服饰语言表
达着万物一体、和谐共生的观念。

有这样的发现，缘于我对几位花
腰傣老人的观察。戛洒镇平寨村离我
们客居的花腰田间民宿不远，虽然老
人们的听力已不大好，普通话也不标
准，但还是理解了我想仔细看看她们
衣服的愿望，并且抿嘴一笑，欣然答
应。我定睛细看，发现她们的衣服上
不仅绣着天上的太阳、星辰，还有地上

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图案有的具
象，可以辨认，有的抽象，仅能看出是
几何图形。或许是看出了我的好奇，
老人们告诉我，如果想了解她们的衣
服，有个现成的地方，就在寨子里的

“刀向梅非遗传承人刺绣工作室”。
刀姓在我生活的北京极其少见，

这个姓氏的渊源之一就是傣族后裔。
85 后姑娘刀向梅的名字透露出她的
民族身份。见到她时，她正在自己的
工作室里指导绣娘做活。“我 12 岁开
始跟妈妈学习刺绣，这对我们花腰傣
女孩来说不是新鲜事。农事稍闲的晴
好日子，村中的女子三五成群，邀约

着把家什抬出来，嘴上说说笑笑，手
上针飞线舞，是寨子里的一景。”刀
向梅笑着说。那时的她不曾想到，村
寨妇女几乎都会的这项手艺，会变成
自己的工作。

高中毕业后，刀向梅在外打过
工，但这座哺育她的小寨子，始终牵
动着她的心弦。听说家乡成立了新平
花腰傣手工艺开发协会，组织当地妇
女加工旅游商品，刀向梅坐不住了。
她回乡加入协会，主攻傣绣，并屡获
荣誉。2012 年，刀向梅当选为协会
副会长。后来，刀向梅有了自己的花
腰傣手工艺品制作中心和工作室，和

大家一起提升技能，致富增收。在
201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杰出手工
艺品徽章认证评选活动中，她参与制
作的手工抱枕等产品获得认证，她本
人于 2019 年获得“玉溪工匠”称号，
入选文旅部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
项目。

三

和我见过的其他返乡创业者不
同，刀向梅不仅对非遗产业在互联网
时代的发展有敏锐思考，还醉心于研
究民族工艺背后的历史文化。她的工

作室里，收藏着土陶、竹编等老式生
活用具，作为花腰傣服装展示的背
景，告诉人们自己的父辈甚至祖先如
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当然，她最熟
悉的，还是花腰傣服饰中的密语。

刀向梅向我介绍，一套花腰傣妇
女服饰主要包括内衣、上衣外套、腰
带、围裙、筒裙等几大部分。与现代
服装剪裁不同，花腰傣的服饰采用平
直线剪裁，这使得人体曲线形态的变
化对服装的影响大大减小，一套服饰
可以持续穿十几甚至数十年，乃至传
承多代。与此同时，平直剪裁能最大
限度凸显服装特色，非对称的结构和
多变的褶皱，共同形成了花腰傣传统
服饰的古朴风韵。

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将花腰傣称
为“把历史与艺术穿在身上的人”。
花腰傣妇女的筒裙一般采用黑色或深
青色作为底色，这是她们先祖身份的
象征。深色的底色之上，红、白、
黄、紫、粉、蓝色等高饱和度的鲜亮
色彩层次分明，形成极强视觉冲击
力。色块与色块之间的搭配虽显跳
脱，但整体看上去和谐自然，令人惊
叹于花腰傣先民的美学品位。

“花腰傣戴竹笠帽、缠腰带、穿
筒裙的服装特点，产生了头顶太阳、
腰挂彩虹、脚踏江河、爱情装进秧箩
等 浪 漫 的 说 法 。” 刀 向 梅 说 。 2021
年，傣族服饰 （花腰傣服饰） 列入第
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
个大山脚下神秘族群的独特装束，被
越来越多人所知。

离开新平前，柯纯丽悄悄告诉
我，她其实是汉族，不是花腰傣。

“但花腰傣服装是我们新平的一张名
片，不管哪个民族，都有义务宣传好
自己的家乡。”她的一番话，让我明
白这个聚居着 17 个民族的县城，为
何会如此欣欣向荣。

图①：绣娘在刀向梅刺绣工作室
里制作傣绣工艺品。

图②：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
镇马鞍山水库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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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蔬菜稳产保供决策部署，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坚持推动蔬菜产业稳产保供与提质增效，积极挖

掘增产潜力，大力发展设施蔬菜产业，积极开展“桂菜

出乡”等系列活动，助推广西蔬菜产业蓬勃发展，产业

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广西现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

秋冬菜生产基地和重要的“南菜北运”“西菜东运”基

地，广西蔬菜产业成为助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

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根据各市农业农村部门调

度，2024 年全区蔬菜播种面积 2639 万亩，同比增长

3.2%，其中，秋冬菜播种面积 1520 万亩以上；蔬菜产量

4637.43 万吨，同比增长约 4.8%，有望实现十四连增；

蔬菜产值有望突破 1400 亿元。广西常年外调蔬菜达

1000 万吨以上。

设施蔬菜快速发展。近年来，广西以推动设施蔬

菜发展为突破口，加快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近两年

来，广西统筹中央及自治区财政资金累计约 2 亿元，组

织实施蔬菜项目 163 个；抓好融资项目库建设和项目

推送，组织申报储备设施蔬菜项目 40 个，总投资 71.8
亿元，获得贷款授信 7.38 亿元。蔬菜生产设施化水平

快速提升，据农业农村部门调度，2024 年全区设施蔬

菜（含露地水肥一体化）播种总面积 149.68 万亩，连续

3 年增长超 15%，总产量 539.12 万吨，总产值 272.14 亿

元。贺州市平桂区入选 2023 年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

新引领区，贺州美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设施蔬菜基地

入选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基地。

优势产区逐步形成。全区现已发展形成北部湾、

湘桂通道、西江流域、右江流域四大蔬菜产业带，构建

了冬春、供粤港澳、高山冷凉和城市郊区四大设施蔬

菜重点产区。打造了具有地域特色、分工明确的茄果

类蔬菜、特色瓜类蔬菜、豆类蔬菜、根茎类蔬菜、葱姜

蒜类、水生蔬菜类、食用菌七大类蔬菜优势产区。蔬

菜品类日益丰富，叶菜类、白菜类、根茎类、瓜菜类、茄

果类 5 个品类年产量均超过 500 万吨，其中叶菜类超

过 1000 万吨。

品质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近年来，广西按照

“绿色、生态、环保、健康”的要求，通过制定推行蔬菜

绿色生产技术标准，推广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测土

配方施肥等水肥精准调控节能技术，集成应用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大力推广抗病良种、防虫网、杀虫灯、

黄蓝板、生物农药等，结合间套轮作技术，深入开展蔬

菜产品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严格控制和禁止

高毒、高残留农业投入品的使用，实现生产过程绿色

化，产品品质显著提升，绿色、有机蔬菜产品占比不断

提高。2024 年，全区有效期内的蔬菜绿色农产品和地

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分别达 160 个、18 个，蔬菜富硒农

产品总数达 53 个。大力打造蔬菜产业区域公用品牌，

推动蔬菜领域的“桂字号”品牌越擦越亮。2024 年，广

西累计认定“桂字号”蔬菜农业品牌共 17 个，其中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 2 个，农业企业品牌 9 个，农产品品牌

6 个，形成了百色番茄、荔浦芋、柳江莲藕等一批具有

地方特色的知名“桂字号”蔬菜区域公用品牌。认定

蔬菜产品“圳品”21 个，获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蔬菜企

业 42 家、认证蔬菜产品 57 个，全区 14 个蔬菜农产品入

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助农增收成效显著。全区各地把发展特色高效

蔬菜产业作为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采取财政扶

持、信贷支持等措施，加快培育一批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生产大户等蔬菜产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开展项

目招商活动，引入龙头企业参与蔬菜生产，不断探索

和完善“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市场”的经营模

式，引导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加强联合，指导和帮助

企业与农户建立稳定、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联农带

农作用进一步增强，助农增收成效显著。北海市大力

发展“龙头企业+基地+农户”设施蔬菜种植模式，带

动 2 万多户家庭人均增收 1.5 万元以上；贺州市针对粤

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高端市场需求，重

点生产豆杯（豆苗）、彩椒等高品质高效益的蔬菜，大

幅提升了设施蔬菜的产业效益，助农增收超 6000 万

元；贵港市覃塘区引进年产食用菌 19.5 万吨的雪榕生

物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项目投产以来，带动周边农

户务工就业 800 多人，其中脱贫户 30 人；河池市都安

瑶族自治县通过粤桂协作帮扶工作机制，引进了深圳

万雨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粤桂协作食

用菌产业园，截至 2024 年 12 月 20 日，帮助 54 个脱贫

村集体经济实现增收，带动近 1000 人实现就近就业，

人均月收入 2500 元；百色市引进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在百色成立广西深百和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通过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农户”的运营模式，

把产业建在农民家门口，基地每天都有 500—600 名当

地农民务工，人均月收入 2500—3000 元，2023 年基地

累计带动周边 3 万人次到基地务工，务工人员全年人

均收入 2—3 万元。北海市银海区哈密瓜种植大棚北海市银海区哈密瓜种植大棚广西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装间广西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装间北海市彩椒种植大棚北海市彩椒种植大棚

北海市大棚果蔬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北海市大棚果蔬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

广西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景广西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景 广西深百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乐业县音田高山蔬菜基地广西深百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乐业县音田高山蔬菜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