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根线这样绕，梭子要平平划过去，脚踏板要一上
一下配合，对，就是这样……”11月30日，贵州布依阿媚
民族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韦国岚，一早便在镇宁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景宁小区，手把手教从沙子乡交纳村搬迁
来的村民马龙英。“这个花样是新研发出来的，她们还不
熟悉，得细心教。”韦国岚说。

“我从山里搬迁到城里，只需5分钟路程就到公
司，一月有1900元收入，还能照顾家，现在的生活越来
越好了！”不一会儿，马龙英将斑斓的彩线变成了一段
段布依格子布。

近年来，韦国岚的布依土布生意红火，生产的布依
土布、窗帘、床上用品、服饰、千层底布鞋等10余种产
品供不应求，解决了106个村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达
2万余元，产品畅销省内外。

采访中，“哐、哐、哐”……织机声不绝于耳，韦国岚
笑着说：“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声音，我是手工制作布

依族民间服饰的第四代传承人，家里外婆90多岁还在
织布。”

这个四代人坚守传统技艺的布依人家，有着一段
不舍的民族情怀。韦国岚的外祖母伍罗氏从小跟曾祖
母学习布依族纺纱编织，以制作民间服饰为业。外婆
伍恩秀、母亲罗光敏将祖传工艺世代传承。罗光敏30
多年来专心民族技艺传承，带领吴胜堡村民创业发
展。从曾祖母那代起，“勤奋、好学、善良，学好技艺心
不慌”的家风家训一直传承至今。“学不厌精，脍不厌细
的思想一直激励着我，让我愿意去研究、创新。”韦国岚
说。作为第四代传承人，韦国岚的设计结合了现代需
求创新出更多更好看的花纹图案，让布依民族元素融
入到平常生活。

韦国岚的母亲告诉她，传统的技艺要传承好，不能
保守地局限在家里，还要教会更多的姐妹们会绣会织
会染。母女俩开始培训村里的妇女，尤其对贫困妇女

特别关爱。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支持“锦绣计划”，通过政策

扶持，妇女将“指尖技艺”变为“指尖经济”。在实现传
统文化传承的同时，促进贫困群众稳定增收。2018
年，该公司被认定为“安顺市锦绣计划示范基地”，通过

“政策＋企业”的双扶模式，实现了“输血”与自身技能
“造血”并举的脱贫效果。

“我已经来3年了，现在一个月有2600多元收入。”
村民马田芬、伍尚珍、鲁雄美麻溜地推着织布机笑嘻嘻
地说，现在大家很青睐纯手工制品，没想到祖祖辈辈传
下来的手艺，还变成我们如今的饭碗呢。

“我家四代人一路风雨兼程，能有今天的成就，离
不开党的扶贫政策，离不开党委政府和各级部门的关
心支持，公司基地已成为带动行业发展的‘引擎’，间接
带动400余名村民就业，我要更加努力，让妇女们巧手
创造出锦绣新生活。”韦国岚说。

文化传承故事之一：

韦国岚：布依四代人 民族技艺传承

五年来，我市推动文化事
业发展的各项规定相继出台，
文化事业投入不断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大力推进
文艺精品创作，不断推出反映
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
的文艺精品，文艺发挥了凝心
聚气、强魄铸魂的作用。各乡、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设备
配置齐全，实现了活动有场地，
演出有舞台，阅读有空间。一
个个地方特色精品剧目叙述了
安顺好故事，实施“文化+”战
略，不断繁荣黔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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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故事之二：

清晨，当人们在晨曦中游走虹山湖公园时，会被虹
湖警务室平台上安顺欣悦太极拳队张驰有度的步法，
气定神闲的神态和开合舒展的节奏吸引，赞叹太极拳
给生活带来的好处。欣悦太极拳队队长严纪珍为太极
文化的传承已走过10余年，她无私传授太极文化，让
300余位爱好者受益。2018年7月，她作为助人为乐
的优秀代表，荣登“贵州好人榜”上榜好人。

近日，记者见到严纪珍老师时，她正在指导队员学
习太极拳。“曲膝，收脚报球，转腰上步，分靠，……”她
语速缓慢，边示范边指导。在她的指导下，队员们一招
一式逐渐消化领会。

2007年起严纪珍开始免费义务教授学员。2010
年组建了“欣悦太极拳队”。她精谌的拳艺、良好的武
德、高尚的师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太极拳爱好者。除
了每天清晨带领队员锻炼外，她还要辅导新队员，传
授老队员新的锻炼内容，每天和队员在一起的时间少
则2个小时，多则4、5个小时。对于有些年龄大学得
慢的队员，她总是鼓励他们“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
学不会的学生”，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讲解动作要
领，直至队员们学会为止。在她多年的努力和付出
下，许多身患疾病的队员身体得到康复，跟随严纪珍
老师学习了5年的胡桂兰说：“我以前身体很差，三天

两头都在医院里，自从跟着严老师学习太极拳现在身
体变好了，连感冒都很少。”“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严
纪珍老师深受大家的爱戴和敬重，于队员而言，她亦
师亦友亦亲人。

严纪珍常说：“太极拳本就是修身修心，我只想把
所学教给大家。”队员王吉顺说：“严老师以她无私的胸
怀，无功利的处世，毫无保留的教学风格赢得很好口
碑，有的队员学成后都自己开培训班了，而严老师一直
坚守如初。”冬去春来，严纪珍教授的队员越来越多，她
义务教学不求回报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传
为佳话。

严纪珍:无私传授太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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