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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在关岭自治县的山山水水之间，滋
养着一个率真淳朴、充满灵性的民族
——布依族，他们依山傍水而居，世代
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该民族的服
饰经过3000多年的历史演进与传承，
不仅反映了布依族人民的勤劳智慧、心
灵手巧，也凝聚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
特征。

布依族服饰历史源远流长，大致经
历了唐、宋、明、清的历史演进。在布依
族古文献典籍《摩经》和《史记》《汉书》
《旧唐书》《新唐书》《大明一统志》《黔记·
仲家》《贵州通志》等文献，以及布依族地
区的地方志中均有诸多有关布依族先民
服饰文化的记载。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
服饰已形成了极具本民族特色的服饰文
化圈，其款式、色彩、工艺充满了生态美
学，不仅具有装饰作用，且内涵丰富，独具
美感。其中包含了种、纺、织、染、绣、缝等
步骤和土布制作、蜡染、刺绣、挑花、镶缀、
裁缝等多项民族传统技艺。

“每逢重大节日和婚丧嫁娶，我们都
要穿上本民族的服饰参加，以深蓝、浅
蓝、白等颜色为主，并绣有铜鼓、花朵、溪
流等图案。”关岭布依族服饰传承人韦敏
说，选择以蓝、青、白等与自然环境类似
的颜色为底色，是布依族崇尚自然，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体现，而各种图腾纹样，则
表现了布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布依族是一个钟爱蓝色的民族，其
服饰又离不开“染”这道工艺。传统染布
是用蓝靛、蒿枝、青杠树皮等天然植物材
料作为染料，把布放进已配好染料的染
缸中，大约半小时左右将布捞起，待水滴
干后又再次放入缸中，如此反复数次，直
到土布颜色达到所需要的深度，才将布
取出，放入清水中清洗、晾干；棉布呈蓝
色后，还需等天气晴朗时，将青杠树皮放
入锅中，直到把树皮的红色原料熬出，把
蓝色棉布放入锅中浸湿后捞出，铺在干
净的地面上晒干，再经反复多次浸湿、晒
干、捶打，直至布匹略透红、发光方可。

在时代的变迁中，通过一代代布依
族人民的传承和发展，布依族服饰的美

学风格也有了全新的表达，除了花鸟虫
兽、铜鼓流云等传统图案，新一代的布依
族青年还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展示
了别样的布依族服饰文化之美。

王良洪是关岭自治县新一代布依族
服饰以及蜡染、刺绣等多项布依族技艺
的非遗传承人，他的童年与其他孩子有
所不同，8岁学蜡染、15岁学织锦、18岁
学刺绣。

大学毕业后，王良洪放弃了在大城
市工作的机会，在家人的支持下，办起了
布依族服饰工作室，并用自己的布依族
名字“哩尢”作为抖音号，通过短视频、直
播等方式，将布依族服饰和蜡染、刺绣等
技艺进行展示，让更多人了解、爱上布依
族文化。

“用传统布依族土布、蜡染、刺绣制作
出来的服饰有了‘匠气’，却缺少当下时尚
的‘灵气’，不讨年轻人喜欢。”王良洪说，
经过多次尝试，不断打开思路，在设计和
制作服饰时，把传统技艺和当代审美相
融合，采用醋酸面料代替土布，将传统纹
饰和图案绘制得更加流行等，新制作的
布依族服饰不但让人眼前一亮，还不停
刷新着人们对布依族文化的认知。

浅蓝色格子长衫、深蓝色对襟短衣、
蓝黑色百褶长裙……无论是传统工艺的
呈现，还是现代元素的融入，这些款式风
格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布依族服饰，都
被称为“布依蓝”。如今，这抹历经千年
岁月沉淀的蓝色，通过新的方式为布依
族文化走出大山带来了新的机遇，实现
了传承与发展并重，保护与创新同行。

布依族服饰：

一抹“布依蓝”传承越古今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身着布依族服饰的妇女身着布依族服饰的妇女

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实习记者 郝
媛） 近日，在镇宁自治县江龙镇荣兴
村，镇宁小黄姜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业集群化示范项目迎来丰收。经测
产验收，小黄姜平均亩产量2356.1公斤，
较前三年增产12%。

该项目由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牵头，
镇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江龙镇农业服

务中心参与，选取100亩生姜种植示范
田开展项目研究。验收现场，试验田小
黄姜长势良好且均匀，测产验收小组专
家随机抽取上、中、下等各1块姜田进行
一次性实采实收测产，测量姜块大小、剪
茎去泥、称取鲜重。

测产结果显示：上等田块平均亩产量
2415.8公斤，中等田块平均亩产量2306.4

公斤，下等田块平均亩产量2237.2公斤。
经测算，上中下田块平均亩产量2356.1公
斤，平均每窝小黄姜重0.495公斤，产量比
前三年增产12%；鲜姜商品率达95%，平
均亩产商品小黄姜2246.8公斤。按平均
出田价（或同期可比价）5元/公斤计算，亩
产值11234元，除去生产成本7500元，利
润占49.79%，效益提升13%。

据了解，镇宁自治县凭借得天独厚的
气候、土壤、雨水等条件，种出来的小黄姜
品质优良，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今年镇
宁全县推广种植小黄姜达14万余亩。该
项目实施成功后，将筛选出适宜示范推广
的优良品种和优质高效种植技术，提升小
黄姜产品质量和效益，推动镇宁小黄姜成
为广大农户增收致富的首选产业之一。

镇宁小黄姜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集群化示范项目迎丰收
平均亩产量2356.1公斤 较前三年增产12%

本报讯（记者 王元兴） 11月29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集中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胡
吉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贾正宁，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洪、汪贤勇，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解志明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

略高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前瞻性创造性系
统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
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
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指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贵州的生动体现，为贵州生态文明建

设指出了战略使命、优势短板、方法路
径、目标愿景。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的重大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好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切实增强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
际行动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

“两个维护”。要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十个坚
持”的核心要义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方法和路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
高质量发展。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实践要求，找准人大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定位，持续在法治
保障、监督支持、建言献策上发挥作用，
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我市在生态文明建设
上出新绩，为奋力推进美丽安顺建设作
出人大新贡献。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安顺经开区的
贵州熠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厂房里机
器轰鸣，数十台数控机床有条不紊运
转，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机器对零部件
进行精细加工，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

贵州熠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2023年10月，是贵州航空产业城安
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项目的招商引
资企业。该公司致力于非标设备、飞机
零部件加工、部件装备制造、试验检测
设备、电气自动化设备、智能制造等发
展，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
企业，主要服务于航空制造和轨道交通
领域。

“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一直秉
承‘诚信服务，顾客满意；持续改进，稳
健发展’的质量方针，严格把控产品质
量。”该公司总经理王泽平告诉记者，凭
借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目前公司
已经成为不少航空企业的合格供应商，
产品也通过了GJB09001C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

“我们选择在这里投资建厂，主要

是因为安顺正大力建设贵州航空产业
城，相关政策扶持有力，航空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对我们来说有很好的发展前
景。同时，安顺有三线建设历史，发展
航空产业基础良好，产业集聚度较高。”
王泽平表示，安顺良好的营商环境也是
吸引投资的重要原因，公司从筹备开
始，就一直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与
支持。

自去年11月正式投产以来，该公司
已完成4条生产线的建设并投产，目前
订单量持续增加。

“贵州航空产业城的建设对我们来
说是良好的发展契机，不仅开拓了更
广阔的市场，还吸引了更多的配套服
务商和合作伙伴落地安顺，让我们能
够充分发挥公司优势，共同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产品供应链。”
王泽平表示，目前公司正不断完善产
品软硬件设施，提升生产技术能力，增
强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企业自身
发展壮大，为贵州航空产业城的建设
贡献积极力量。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全力推进贵州航空产业城建设

贵州熠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紧抓发展契机 激发企业活力
□本报记者 刘凤 罗含瑶 实习记者 周雪

本报讯（记者 李伟） 11 月 28日
至12月 1日，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在广州举办。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 12家企业在绿色有机地标展
馆参展，关岭黄牛、安顺金刺梨、朵贝
茶、紫云红芯红薯等区域公用品牌集
中亮相，充分展示安顺现代农业发展
成果。

近年来，安顺立足资源禀赋，持续
优化调整产业布局，做足、做好“土特
产”文章，做强、做精、做细农业特色优
势产业，打造了一系列绿色有机优势农
特产品。

据悉，本次农交会期间，农业农村
部公布了2024年度全国农业品牌精品
培育计划名单，关岭黄牛成功入选。

安顺品牌农产品亮相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 11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刘敏带队到黄果树河开展巡河工作。

（上接1版）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坝羊人民对绿

色发展的执着追求。在坝羊，像贵州丹
青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样为荒山增
绿，为产业添金的茶企或合作社就有
22家，其中9家拥有自己的茶叶加工
厂，实现了从粗加工向精深加工的升级
转变。

“每年三四月间，坝羊镇的农民几
乎人人都围着茶叶转，坝羊已成为名副
其实的茶乡。”谈起坝羊茶产业如今的
发展，坝羊镇人大副主席陆跃贤言语中
满是自豪。

“坝羊茶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我们
对全镇的产业发展有了更为深远的规
划，主要体现在：在扩大茶叶种植规模
上‘下功夫’、在提高茶叶产品精加工水
平上‘下功夫’、在逐步实现茶叶品牌化
上‘下功夫’、在不断提升基地标准化建
设水平上‘下功夫’。”坝羊镇镇长郭培
玉介绍，除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扩增
茶树品种，这几年，坝羊茶逐渐打响了

“生态茶”这一品牌，诞生出“毛山盖”
“芊芊云雾”“屯上云芽”“星秀山”“硐口
翠河绿茶”“格凸春芽”等一大批生态茶
品牌。

茶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经
济的快速增长，更为坝羊人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幸福。群众通过参与茶产业
的各个环节，实现了就近就业和增收致
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
是对绿色坝羊的最好诠释。

“茶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
今，在坝羊镇，老年人、妇女及不宜出
远门的劳动群体，均可实现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陆跃贤介绍，春茶采摘季
节，茶园周边村寨的富余劳动力几乎
是“能用尽用”。

随着坝羊茶产业兴起而兴业的还
有村里的一批年轻人。

新羊村青年黄路旭，早年在浙江务

工，因工厂生产不稳定，回紫云县城干
了三年快递，收入时多时少。2020年，
村里引进公司发展茶产业，他成了茶园
的管理员，每月固定工资超过 5000
元。“我主要负责组织茶工管护茶园，采
茶季，则招揽工人采茶。”黄路旭说。

新山村村支书吴锋早年也在外务
工，如今村里发展茶产业，他回乡创业
并当选为村支书。

“茶叶作为新山村的支柱产业，每
年采摘茶青、加工、管护共带动周边村
民务工上万人次，覆盖周边300户脱贫
户1103人就业，通过茶产业的发展，不
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吴锋介绍，
新山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
展茶叶种植，如今已初具规模，茶叶种
植面积达4000余亩，共有4家茶企从事
茶叶加工，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已经
突破10万元。

一片叶子形成的产业链在坝羊逐
渐成形，壮大茶产业基础的同时，以茶
叶为主线，茶旅、文旅、农旅示范点初具
雏形。坝羊镇持续开辟新赛道，依托布
依族民族风情、暗河旅游资源、红色文
化等，打造“茶旅游+”模式，满足不同消
费人群的旅游需求，进一步讲述生态坝
羊的“茶故事”。

“近年来，坝羊镇进一步加强新山
村锅厂红军长征宣传标语遗迹保护，
并对红院村红岩传统村落和五星云上
古村落做好相关旅游项目的开发，逐
步形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局面。”陆
跃贤说。

“红与绿”的色彩碰撞，在坝羊这片
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交织、相融，热辣滚
烫地演绎着一段段动人的奋进故事。
卢元英说，她满怀期待，希望在这片红
色土地上，共同书写出坝羊更加绚烂多
彩的篇章，而长征精神，也将在这片土
地上得到延续、传承，焕发出更加蓬勃
的生机。

（上接1版）
劳务输出是安顺农村地区重要的经

济收入来源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市
300余万人口中，每年到市外务工人员
就达62万人。

“‘安心干’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
精准匹配求职者与用工需求，打通劳务
输出地与用工地的信息通道，对接完成
后平台可直接将本地农民工输送到用工
地，实现点对点、‘一站式’服务，破解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难题。”作为运营

“安心干”平台的企业，安心人力（贵州）
数字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兰杰向记者介
绍，通过市场化运营与省内外工业园区、
大型劳务市场、国内500强企业等广泛
合作，衔接外地岗位信息，拓宽务工渠
道。目前，“安心干”平台已与比亚迪、奇
瑞汽车等200余家用工企业，39家人力
资源机构、9个产业园区签订劳务岗位供
需协议，收集就业岗位超25万个。

“安心干”不仅实现“码上选岗”“掌
上就业”，更能让群众找到“好”工作。

平台围绕提升劳动力价值，促进更
高质量就业，建立完善了以薪资评估精
准匹配岗位、以职业培训提升技能水平、
以低收入务工群众为重点开展优岗转化
实现价值提升的“三大价值提升”体系，
帮助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截至目前，
共建立务工人员档案6.15万个，开展薪

资评估6万余次，提供优岗转化服务5.8
万余人次。

家住西秀区旧州镇把士村的金德忠，
在浙江永康务工多年。2024年5月，通
过参加西秀区在浙江省永康市组织开展
的跨省异地培训焊工班，经考试取得了焊
工操作证。金德忠通过职业培训提升了
技能水平，增加了自己的就业、择业竞争
能力，持证上岗后，月工资在原来基础上
增加了2000多元，成功实现优岗转化。

“安心干”，如何做到让外出务工者
感到更“安心”更“暖心”？

兰杰介绍，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手
段，强化外出务工群众服务保障，创新推
出了“十大贴心服务”，即：人身意外保
险、线上贷款申领、补贴政策咨询、垫付
拖欠工资、医保业务办理、企业缴纳社
保、往返车费报销、购车买房折扣贷款、
协调子女入学、“一呼百应”热线，让群众
在外就业“安心干”。截至目前，赠送人
身意外保险5.5万份，帮助申领政策补贴
723人，申请车房购买折扣贷款5421人
次，“一呼百应”热线服务1.7万次。

同时，安顺还积极聘任一批熟悉务
工地情况的劳务“头雁”，处理好劳动力
在外“人地两生、孤立无助”的工作和生
活诉求；针对劳动力在外务工回家难，通
过平台客服派单，安排“安心专员”上门
帮跑帮办家中事务，切实做好人文关

怀。目前，在省外38个地区建立“安心
干”服务微信群48个，联系在外务工群
体5000次以上。注册“安心专员”3500
余人，走访劳动力家庭9870次，发放慰
问物资3.2万份。

立足“安心干”服务平台，安顺还延
伸线下服务，围绕不能外出就业群众居
家就业、就近就业，在易地搬迁安置点、
乡镇、社区一线，探索打造“安心工坊”。

在西秀区杨武乡的“安心工坊”，安
顺市顺熙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几十
名工人分布在多条生产线上有条不紊地
忙碌着，45岁的猛邦村村民黄屏正利用
机器熟练地缝纫鞋面，她说：“以前都是
在家带娃没有工作，这个‘安心工坊’建
成后就进来工作了，虽然工资不如外地
高，但胜在能照看家里。”

在普定县玉秀街道的“安心工坊”，
贵州鑫驰越服饰有限公司岗位设置的灵
活性以及对残疾人的就业补贴，让员工
吃下了“定心丸”。玉秀街道岩上村的朱
高飞说：“我患有脊椎侧弯，做不了体力
活，来这里做缝纫工作，时间自由，可以
就近照顾孩子，公司每个月还会多给工
资的10%补助。”

“安心工坊”，已然成为“安心干”服
务平台线下的一个重要品牌，帮助群众
实现“不走远、不太累、能带娃、能顾家”
的就业增收愿望。目前，全市共建成17

家“安心工坊”，吸纳群众就近就业700
余人。

兰杰告诉记者，“安心干”平台作为
我市“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的有力抓手，创新探索的有益路
径和有效价值，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
认同、业内专家的普遍认可和各级领导
的充分肯定。

目前，“安心干”平台注册使用人数
达79.66万人，依托平台开展就业服务
57万余人次，帮助实现更高薪资就业
5.08万人。2023年“安心干”平台荣获
首届贵州省人力资源服务大赛创新金
奖，第二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
会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被评为2023年度数字民生省级示范项
目，入选“中国改革2023年度地方全面
深化改革典型案例”。

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圆心,，画
好就业“同心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党组成员、市就业局局长王波表示，
未来，安顺将持续优化完善“安心干”平
台功能，积极引导用工企业、人资企业等
入驻平台，并积极推进“头雁”与“安心专
员”融合发展，探索融合发展新机制服务
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同时，持续推广
应用“安心干”平台深入开展“六大提升
行动”和“优岗转化专项行动”，促进人岗
优化匹配，助力群众稳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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