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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古称“蜡缬”，是传统的民间印
染工艺，于2008年6月被公布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古老
且美丽的蜡染不能变成存在于展览馆的
事物，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传承传统、改
革创新。而在贵州大角苗工艺美术研究
所艺术展厅内，各式各样的蜡染作品，展
现了现代多元化的融合，被赋予了新的
生命，焕发出新的活力，给人们留下新的
审美体验。

迎着冬日暖阳，走进位于安顺经开
区（川渝）电商产业园的贵州大角苗工艺
美术研究所一楼的工作坊内，几名妇女
正专心地在蜡染后的布料上利用刺子绣
工艺制作床罩。

“让蜡染与刺子绣结合，制作的产品
更有层次和意蕴。”贵州大角苗工艺美术
研究所负责人、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郑
清音告诉记者，贵州大角苗工艺美术研
究所自2017年入驻安顺经开区以来，研
究项目包含了贵州民族蜡染、扎染、挑
花、刺绣及服装服饰、原始贵州木雕、士
陶、沙器、民族木娃、布娃、现代麻塑软雕
等极富地方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

同时，该研究所让独具魅力的蜡染
传统工艺，以更有趣、更丰富的方式回归
现代人的生活。依托国家级、省市级工
艺美术大师的高超技艺，通过在产品类
别和制作手法上的改良创新，让蜡染依
托于传统而又区别于传统蜡染，赋予其

新的生命使其更能顺应当代年轻人的审
美观。

走进二楼展厅，以龙为主题设计的
背包、壁挂、抱枕、布偶等文创产品，让人
眼前一亮，在传统的蜡染和精致的苗绣
手工艺中，一幅幅生动的图案表达着一
份新年祝福和吉祥的象征。

“龙年马上来临，我们研创推出了
‘龙公仔’，形象设计已申请了专利，制作
工艺上集合了蜡染、刺子绣、扎染、蓝染
等贵州民族传统手工艺。同时，在公仔

里面填充的是薰衣草，有助于睡眠。”郑
清音拿着“龙公仔”介绍道。

另一旁，该研究所成员、蜡染技艺非
遗传承人黄缔指着龙主题蜡染壁挂说：

“今年我还以赛龙舟为主题创作了蜡染
作品，寓意着新的一年，大家同舟共济，
一起开创更好的未来，展现出我们积极
向上的态度。”

当问及产品的销路，郑清音说，以线
上销售为主，研究所会根据不同人群生
产不同产品，以接定制偏艺术观赏性订

单为主，顾客来自全国各地。“偏艺术观
赏性是中高端产品，价格上会相对贵
点。我们也会制作很有实用性、价格亲
民的生活物品，比如，蜡染图案的小包和
发绳发夹。”

贵州大角苗工艺美术研究所的作品
不仅受到全国各地群众游客喜爱，也获
得诸多荣誉。在2023年中国特色旅游
商品大赛上，贵州大角苗工艺美术研究
所推出的蜡染文创作品——龙潭鱼歌系
列颈枕，凭借丰富的文化内涵、精湛的制
作工艺、出彩的创意设计和较强的品牌
影响力，荣获本次大赛银奖。这是本届
大赛贵州省蜡染类行业中唯一获得国家
级银奖的著名品牌，也是安顺地区所有
参赛行业中唯一中榜国家级银奖的蜡染
品牌企业。

一直以来，贵州大角苗工艺美术研
究所秉承传承传统手工艺的理念和初
心，并不断创新，让更多的人看到“传统”
与“时代”的融合，通过这些作品，切身去
体验和感受这些手艺人的工匠精神。

郑清音表示，研究所不仅积极弘扬
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接待全国乃至
海外游客游学参观，还通过开展蜡染手
工艺培训班，帮助当地困难群众掌握一
技之长，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增收门路。
同时，鼓励年轻人学习蜡染文化，教授他
们手工技法，更好地弘扬传承这一非物
质文化遗产。

本报讯（谭镇林） 1月16日，南方
电网安顺供电局联动安顺开发区治安
大队、反恐大队、西航派出所，在安顺供
电局开发区分局开展实战演练，筑牢安
全防护网。

此次演练以不法分子闯入办公区
域实施恐怖袭击为背景，模拟实施现
场报警、现场警戒管控、现场处置制服
暴徒等环节，该局组织安保人员正确

使用防暴盾牌、防暴钢叉等器械进行
合围，及时管控事态，并拨打110报警
电话。

演练结束后，西航派出所工作人员
对演练中的不足和亮点进行了总结和
补充。此次演练组织有序，配合到位，
充分发挥了警企联防、联动作用，有效
提高了应急处突能力，为筑牢电力企业
安全网打下坚实基础。

1月18日，记者从紫云自治县科学
技术协会了解到，近日，中国农技协公
布的2023年全国“百强农技协”组织名
单中，紫云农技协会入选。

据了解，紫云农技协会成立于2015
年8月，该协会通过开展科技培训、宣传
等科技活动，提升广大农民依靠科技致
富的能力。工作中，该协会积极开展种
植养殖交流、技术服务、市场销售信息
共享、提升农特产品品质等科技服务活
动，拓宽紫云农特产品的销售渠道。为

紫云的红芯红薯、蓝莓、茶叶、林下蜂、
冰脆李、蔬菜、花猪、肉牛、肉兔等特色
产业提供农技服务和技术支持，助推紫
云农业产业发展。

据悉，2023年，紫云全县红芯红薯
种植面积4万亩、茶园面积达5.58万亩、
累计蔬菜种植面积34万亩、精品水果种
植面积达16.5万亩。养殖方面，2023
年，紫云全县出栏生猪33.45万头、牛
3.46万头、家禽808.28万羽、禽蛋总产
量1175.41吨。

1月18日，记者在紫云自治县云岭
街道紫新兴社区紫兴小区看到，原本破
旧的道路变成了整洁的沥青路面，杂乱
的草丛变成了漂亮的绿化带和休闲活动
场，楼房外墙粉饰一新，改造后的小区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据了解，紫兴小区是紫云修建最早
的廉租房和人才公寓，由于日久年深，物
业管理不善等原因，小区路面破损严重、
建筑外墙脱落、电线网线凌乱，小区环境
脏乱差成为“老大难”问题，对居民生活
造成极大影响。2023年3月，紫云把紫
兴小区作为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不仅对
雨污水管线、路面、绿化、外墙等进行改
造，还新增了燃气管网、充电桩、休闲廊
道、健身器材、座椅、路灯、文化墙等，小
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大幅完善，居民居
住环境大为改善。

紫兴小区居民付国黔腿脚不便，需
要杵拐杖才能走动。她告诉记者：“小区
未改造之前凹凸不平的水泥路面，杵拐
杖走动时容易摔倒，而今改造成沥青路
面后，走动稳当多了。”

“改造后的小区干净整洁，我们居
住在这里感觉很舒心。并且住建部门
在改造小区时，还将原有的铺面进行了
装修出租，盘活了闲置铺面，我才有机
会租用铺面来开理发店，实现楼上居
住、楼下就业的愿望。”居民唐胡琼说，
去年7月，楼下的闲置铺面改造装修好
后，他租用了一间铺面开了一家理发
店，从经营几个月的情况来看，收入还
算不错。

据了解，改造后的紫兴小区不仅增
加了公共服务功能，改善了居住环境，还
改造闲置26个铺面出租给居民开超市、

理发店、商店等，让小区的基本公共服务
进一步完善，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空
间更好了。

而今，紫兴小区环境大变样，居住在
这里的870户1600余名居民的心情愉
悦，喜迎新年。

云岭街道紫兴小区：

老旧小区换新颜 居民幸福迎新年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紫兴小区一角

本报讯（记者 李锦卫 卢维） 2024
年安顺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大会召
开后，经开区立即全民动员，打响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攻坚战。1月17日，经开区
组织召开2024年经开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安排部署会，就基础设施补短
板、重要节点、城郊结合部城市风貌提升
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经开区各级各部
门迅速行动起来，为安顺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贡献经开区力量。

据介绍，经开区分成两个工作组，就一
些关键节点问题开展实地督导，先后到该
区主次干道、城郊结合部、背街小巷、景区
景点、农贸市场、校园周边、村居等场所督
导调研文明创建及“六一四有”乡风文明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并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
安排部署，要求各责任单位要认真履行职
责，主动靠前服务，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

同时，组织召开经开区不文明行为
警示教育大会。会上，集中观看《安顺不

文明行为曝光视频》、通报了不文明行为
人员及酒驾人员名单，倡导村民群众和
国有企业干部职工争当文明行为的实践
者，管好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手”，
管好自己的“腿”，管好自己的

“车”，齐心协力一起关注创建、关
心创建、宣传创建、支持创建、参
与创建，现场群众表达了对创建
工作的信心和支持。

下一步，经开区将举全区之

力，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把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做扎实、做到位，以优异
的成绩为2024年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经开区：

打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高智） 日前，关岭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司法局充分利用
年末岁首“万家团聚、万众返乡”之机，走
进市集开展“今冬明春”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干警通过悬挂横幅、发放
宣传手册、现场解答等方式，紧紧围绕
非法集资、电信诈骗、扫黑除恶等主要

表现形式、常见手段及典型案例，向广
大群众普及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电信
诈骗知识等内容，并指导群众下载注册

“国家反诈中心”APP，耐心解答群众咨
询的法律问题。

据悉，此次普法宣传共提供法律咨
询10余条，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

关岭检察院关岭司法局：

开展“今冬明春”普法宣传活动

1月18日，农历腊月初八，是中国传统节日腊八节，民间素有喝腊八粥
的习俗。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尊老爱老的精神，在腊八
节当日，安顺市国营金盾食堂新天地店开展了主题为“浓情腊八粥，温暖你
我他”送腊八粥活动，为社区居民送上了香气满溢的腊八粥及节日的问候
和祝福。 □记者 李伟 摄

1月18日是农历腊月初八，也是中国传统的腊八节，俗话说，“过了腊
八就是年”，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拉开了人们“忙年”的序幕，也酝酿起
春节的喜乐气氛。西秀区朝阳社区的志愿者带着一锅锅热气腾腾的腊八
粥，向社区内的居民、环卫工人和派出所民警送上冬日慰问。

□记者 唐国栋 摄

贵州大角苗工艺美术研究所：

新思路传承老工艺 非遗蜡染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胡典 文/图

在蜡染后的布料上利用刺子绣工艺制作床罩在蜡染后的布料上利用刺子绣工艺制作床罩

南方电网安顺供电局：

警企联动聚合力 筑牢电力安全网

紫云农技协会入选
2023年全国“百强农技协”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期末临近，平坝区第一高级中学的
劳动实践教育基地里一片欢声笑语。学
生们在各自班级的“责任田”里，有的挥
舞着锄头松土，有的弯腰捡菜，阳光下，
孩子们挥洒着汗水，干得热火朝天，灿烂
的笑脸写满了劳动的快乐。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
“五育并举”，平坝区第一高级中学积极

拓展德育活动新形式，把课堂从课内延
伸到课外，把课堂与社会、生活密切联
系起来，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在校园里
开辟出一块占地20亩的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开展以花卉、农作物种植和养殖
等农事劳动为主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生活
体验。

在这个“小农场”里，学校的每个班
都有一块班级“责任田”，自主种植、自主
养护、全员劳动、全员分享，每个学生都
能在这里体验到劳动带来的快乐以及通
过双手创造的价值。“自2020年起，学校
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规划好劳动教
育课程内容，有序组织学生到基地参加
集体劳动，提高教育效果。同时，积极探
索创新劳动教育模式，有效将劳动教育
纳入学生培养全过程，教育引导学生形
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新风尚，自觉走
向教育学习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成长之
路。”该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负责人邹思
海介绍道。

阳光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门外“百
味耕读”四个大字格外醒目。“2023年8
月，学校被贵州省教育厅评为贵州省首
批劳动教育实践（实训）基地和贵州省首
批劳动教育示范学校。”邹思海介绍道，
劳动教育实践课的开展一方面拓宽了学

生们的知识视野，学到了劳动知识技能，
另一方面，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学会了克
服困难，培养了他们探索实践、创新创造
的精神品质。

虽然双手沾满了泥土，但同学们兴
奋不已。“这是我亲手种的白菜，长得很
不错。通过学校的劳动实践课程，我知
道了白菜从一颗种子到成熟大约需要三
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需要浇水、
除草，精心呵护。我不仅学会了种植蔬
菜的方法，还明白了粒粒皆辛苦的含
义。”该校高二（11）班学生廖银钰拿着刚
采摘的白菜高兴地说道。

“劳动不仅是力的教育，也是智的
教育，更是心的教育。”邹思海说，下一
步，学校将进一步依托基地，通过集体
劳动实践，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热爱生活的情感，强化学生劳动观
念，弘扬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
精神。

翻土翻土

平坝一中：

以劳为美 育人润心
□本报记者 桂传念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