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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面具”“一场地戏”“一身屯堡
服饰”再现了那段“调北征南”的历史画
卷，让观众一馆读懂屯堡文化的前世今
生，展示安顺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
11月22日至25日，第五届长三角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屯堡服饰
青年传承人凌雨作为安顺代表团成员之
一，带着精心制作的凤阳汉装和屯堡旗
袍惊艳亮相，并和同伴拿着地戏面具在
外滩走秀，一件件承载着历史沉淀与创
新的屯堡旗袍，让观众沉醉于流动的诗
意中。

屯堡旗袍的“出圈”，并非偶然。日
前，记者来到位于西秀区大西桥镇的囤
屯屯堡旗袍工作室，探寻凌雨与屯堡服
饰的故事。

走进工作室内，衣架上陈列着各式
各样精美的屯堡旗袍，有丝绒的，有棉麻
的，有厚的，有薄的。一件件线条流畅，
颜色典雅，凑近细看，连一个小小的针
脚，都做得细致漂亮，领口的盘扣更是花
样繁多，可以说是丝线与布料缝制出的
艺术品。

家住西秀区大西桥镇九溪村的凌雨
今年28岁，作为土生土长的屯堡人，凌
雨对屯堡服饰“凤阳汉装”有很深的
感情。

2018年，还在上大学的凌雨发现，
家乡的年轻人除了重要节日等特别的场
合，平时很少穿“凤阳汉装”。2021年，
大学毕业的凌雨回到安顺，当她穿着屯
堡服饰在叔叔家里帮忙售卖茶叶，并学
习茶艺表演时，真切感受到“凤阳汉装”
的大袖子所带来的不便。

“我们的屯堡服饰为右衽斜襟长袍，
长度超过膝盖半尺，袖子略短但袖口宽
大，颜色以天青、蓝、紫、绿、绛等为主，也
许是大袖子不便于平时行动，所以越来
越多年轻人不愿意穿。”凌雨说，她一直
在思考，如何在保留凤阳汉装元素的同
时，让年轻人日常也愿意穿屯堡服饰？
最终将解题点放在了旗袍上。

有了想法就马上付诸行动。2022
年，身边的大多数同学选择毕业后留在

城市发展，已经走出大山的凌雨开始了
一场“逆行”——回到家乡制作屯堡
旗袍。

凌雨来到鲍家屯村，租下一个四
合院开设了她的第一个门店，自己不
断专研，设计款式，并结合当下的时尚
元素，设计出了基于屯堡服饰颜色和
花纹的屯堡旗袍，并到当地的裁缝店
制作成品。

“你看，这个右衽斜襟，还有雷纹、蝴
蝶等屯堡服饰经典元素我们还是保留着
的，颜色也以屯堡服饰的天青、蓝、紫、
绿、绛为主，只是把款式改成了旗袍样
式，加以现下流行的刺梨花等元素。”凌
雨一边展示自己工作室里的屯堡旗袍，
一边向记者介绍。

在鲍家屯村开设第一个门店后，凌
雨注册“囤屯”抖音账号，发布内容包括
讲述设计初衷、解释设计理念，与朋友身
着屯堡旗袍行走在屯堡山水间，展现屯
堡旗袍之美等。此外，凌雨还打造“囤
屯”“屯堡旗袍”微信视频号，持续扩大屯
堡旗袍线上影响力。

凌雨说，不少年轻人看了抖音视频
后纷纷私信，要求定做。不过也有不少
反对的声音，认为她破坏了传统。但是
凌雨并未退缩。她继续专研，创新设计，
构思绘制设计稿。2023年，屯堡旗袍的
外观专利得到正式授权。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到工作室
和门店体验和购买屯堡旗袍。”凌雨介
绍，目前不仅将鲍家屯四合院店打造成
屯堡旗袍体验平台，还陆续在安顺市区、
镜仙山景区、天龙屯堡景区、旧州古镇、
苗岭屯堡古镇等地开设了9个门店，带
动了更多的人投入到屯堡服饰的传承与
创新发展中来。

谈及屯堡服饰的未来规划，凌雨说：
“除了围绕明年的生肖蛇创新款式和花
样外，还要把旅拍和屯堡旗袍融合起
来。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旅拍，这
也是带热景区和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效实
践。目前我们正在策划，预计明年投入
这项工作。”

巧手匠心让屯堡旗袍“出圈”
□本报记者 陈婷婷 胡典

本报讯（记者 詹艳 文/图） 茶园
三分靠种，七分靠管，好茶是种出来的，
更是管出来的。

位于普定县穿洞街道贡达村的普
定县久茗茶业有限公司千亩茶山上，该
公司基地总管陈忠美正在组织工人管
护茶园。

“每年春茶采摘结束后，就要及时

修剪茶树，来年的春茶会更好。”对于茶
园管护，陈忠美讲得头头是道，等到秋
冬季后，气温降到一定程度，茶树便进
入休眠期，这时要及时开启“冬管”模
式，进行松土、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工
作，及时有效地做好管护，茶树才能平
稳“过冬”。

据了解，普定县久茗茶业有限公司

于2016年通过招商引资落户普定。目
前，发展茶叶种植2300亩，建有茶叶加
工车间一个，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有
7组茶叶加工机械设备，主要生产白茶
和黄金芽，销往浙江、上海、北京等地。
2024年该公司茶叶可采摘面积达1800
亩，可制干茶10余吨，总产值达到1200
余万元。

“我们来这里种茶8年了，茶园的产
茶率逐年上升，今年的产值预计比去年
提高20%至30%。”该公司总经理孔祥
宁介绍，为确保茶树顺利越冬，为来年春
茶采摘做足准备，连日来，该公司抢抓有
利时节，积极组织村民对公司的2300多
亩茶园开展管护工作，每天都有100多
名工人在茶山上劳作，对茶园开展锄草、
松土、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茶叶冬季管护十分重要，科学冬管
不仅能增强茶树的抗寒能力，还能促进
茶树的养分积累和树冠的培育，提高茶
叶产量。随着该茶园“冬管”模式的开
启，基地用工人数也在增加，今年年初
以来，该茶园管护带动就业务工16000
余人次，发放务工工资180余万元。

“之前我是在外省务工，自从茶园
建起后，我就到这里上班，主要从事基
地管理，一个月的工资是6000元。”陈
忠美说，茶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户提供
了很多就业岗位，平时在茶园打零工的
村民很多，家门口灵活就业，一年下来
也有1万多元的务工收入。

一片茶叶带动一方百姓。孔祥宁
表示，接下来，公司将不断探索更多茶
园管护新模式，加强现代化管理，以科
技赋能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效助
力当地经济发展。

普定县久茗茶业有限公司：

工人管护茶园

本报讯（记者 李超然 实习记者
郝媛） 12月11日，记者走进位于西秀
区宁谷镇林哨村安顺秀田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的黄桃基地，工人或修枝，或拉
枝，或施肥……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高品质的果子离不开精心的管
护，冬季做好管护，来年黄桃的产量、品
质才有坚实保障。”该公司生产主管周
大会说，他负责该公司400余亩黄桃基
地的日常管理，深知果园管护的重要
性，10月以来每天都在果园间指导工人
进行修枝、锄草、施肥等工作。

据了解，安顺秀田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从事黄桃种植、
采摘与销售业务。近年来，该公司通过

“统一树苗，统一农资，统一管理，统一
销售”的模式带动百姓参与黄桃种植，
已经覆盖上百户村民。

“由于土壤、地形地貌等条件优越，
基地产出的黄桃糖分高，口感脆甜，深
受省内外顾客的青睐，在成熟采摘季节
甚至供不应求。”周大会说，基地种植的
黄桃已经进入稳产期，今年黄桃产量达
30余万斤，线上主要销往广东、四川、浙

江、重庆等城市，线下则销往安顺市区
及周边乡镇。基地年产值约300万元，
每年可帮助20余人稳定务工增收。

在田间，林哨村村民朱发成正在进
行剪枝工作，他告诉记者：“基地的黄桃
夏秋两季均可采摘，冬春季进行剪枝、
施肥等管护工作，一年四季都有活干，
一天能挣100元。”

目前，黄桃产业已成为林哨村乃
至宁谷镇的一项特色产业。为了让黄
桃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宁谷镇政府
不断加大产业帮扶力度，完善黄桃基

地基础设施，并为该公司申请200余万
元东西部协作资金用于建设黄桃分拣
中心。

“分拣中心于今年10月底开始动
工，配套建设冷库，预计明年3月竣工，
目前已购置3台扫糖仪，在实现自动化
分拣黄桃的同时测量果实糖度、大小，
实现精准分类，从而挑选出高品质黄
桃，保证果实口感和品质。”周大会说，
分拣中心建成后，将极大提高分拣效
率，降低人工成本，助力黄桃产业标准
化、精品化发展。

安顺秀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 伍姜睿菡 唐琪 文/
图） 仲冬时节，安顺经开区宋旗镇三
合苗寨人声鼎沸，来自各地的游客和苗
族同胞纷纷汇聚于此，大场坝正式
开市。

随着一阵激昂的芦笙曲响起，在芦
笙舞表演《苗寨的早晨》的欢快节奏中，
苗族青年男女们翩翩起舞，现场鼓掌叫
好声不断。

广场上，苗族妇女们身着民族服饰，
头戴银饰，热情地招呼顾客，介绍自家的
产品。各个摊位摆满了银饰、刺绣、蜡染
等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游客们驻足
欣赏、选购。游客李先生说：“在这里不
仅可以购买到独特的手工艺品，也是一

次难得的民族文化体验。”
大场坝开市后，计划每周末开展赶

场活动，不仅构建了地方特色商品交易
新场所，为各地游客了解苗族文化打开
了新窗口，也为苗族同胞搭建了文化传
承和展示的新舞台，游客们可以在这里
尽情体验苗族风情。

据了解，目前三合苗寨正积极招引
市场主体，规划培育乡村民宿区、研学
区、夜市美食区、文化展演区、民族服饰
文创区、房车露营区、农产品集贸区等发
展区域，将三合苗寨打造成一个集文化
传承、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
性旅游目的地，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活力。

安顺经开区：

三合苗寨大场坝开市

游客选购商品

田间地头冬管忙 夯实来年丰收路

只有烧煤才会引起中毒（×）
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而不能

充分燃烧时，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
碳。无论是烧汽油、煤油、普通木炭、
还是“环保炭”。

没有煤烟、臭味不会中毒（×）
一氧化碳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很

难让人察觉，如果此时门窗紧闭形成
密闭空间，人在里面极易一氧化碳中
毒。在家烧木炭取暖时，睡前应将其
熄灭并移至室外。

门窗上有空隙不会中毒（×）
空气比重为1，一氧化碳比重为

0.967，如果门窗缝隙处于低处，一氧
化碳也不容易排出。

装设烟管和风斗不会中毒（×）
若遇大风倒烟、烟筒被堵等情况，

一氧化碳排不出或排量少，也会发生
中毒。而许多家庭使用旧风斗或风斗
过小、安装高度不够等，一氧化碳排出
不畅，也能引起中毒。

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中毒（×）
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

并不能起到预防效果。
酸和醋菜汤能救中毒病人（×）
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处于

昏迷状态的病人，硬往嘴里灌醋或
酸菜汤，容易呛入肺内，阻断肺泡
气体交换，致使病情加重，甚至
死亡。

一氧化碳中毒的六个误区

本报讯（记者 姚福进） 时下正是
蜂糖李冬季管护的好时机。12月11日
清早，紫云自治县火花镇兴合村村民吴
泽安驾驶农用三轮车拉着肥料来到果
园，扛着锄头走到一株蜂糖李树下，捞
开树下的杂草、树叶，开始挖沟施肥。

“给蜂糖李施肥，肥料要放到根系
位置，才能更好地被吸收。”吴泽安说，
他在2018年种植了40亩蜂糖李，经过
几年的精心管护，2023年开始挂果获得
12余万元收益，今年在受到气候影响的
情况下仍有10余万元收益。按照蜂糖

李的生长周期，明年他将迎来蜂糖李大
丰收。

火花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彭
金胜介绍，兴合村与安顺蜂糖李种植核
心区域镇宁六马镇仅一山之隔，一水相
连，该村气候环境适宜蜂糖李生长，种
植的蜂糖李个大、果甜、口感好，村民们
看到蜂糖李产业的良好势头，纷纷大面
积种植。短短5年间，兴合村520多户
人家几乎家家户户种植蜂糖李，种植面
积从3000亩扩大到1.4万亩，种植大户
年收入10万元至20万元不等。

同样，火花镇因发展蜂糖李产业让农
户走上致富的平寨村，全村蜂糖李种植面
积5000余亩。该村村民周宾文种植了
140亩蜂糖李，每年收益50万元以上。

“每年冬季，我请人除草、修枝、施
肥等的费用达10万元。近几天，我每
天都邀请10多名村民帮助管护蜂糖
李。”周宾文说，预计本月底将完成今年
的冬季管护工作。

“目前，火花镇正组织各村农户抢抓
时节管护蜂糖李，农技人员深入各村指
导农户开展冬管工作，为蜂糖李品质提

升、丰收增产，农户增收致富打下良好基
础。”火花镇党委书记胡伟说，目前全镇
蜂糖李种植面积达6.5万亩，今年挂果产
生效益的有4万亩，产值达3亿元，蜂糖
李产业已成为火花镇的主导产业。

胡伟说，除了在管护上下足功夫，
火花镇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助推蜂糖
李产业发展。今年，火花镇在蜂糖李种
植园里修建了3.5米宽的产业路9.64公
里，1.2米宽的采摘便道18.7公里，以此
降低农户采摘运输蜂糖李的成本，进一
步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紫云火花镇：

“现在寄东西方便多了，我不用跑很
远，还可以帮我包装好。”日前，在紫云自
治县大营镇邮政代办所，前来邮寄香肠、
腊肉的金先生连连称赞，代办员贺艳熟
练地使用隔油包装将香肠、腊肉包装好
后，将其放入合适尺寸的箱子，迅速用胶
带紧密缠绕，称重、计算邮费后，这个充
满“乡味”的农特产包裹即将寄出。

小小的代办所里，陈列架上摆满了
泡沫条、包装瓶、真空机、瓦楞纸箱等各
种包装材料和工具，村民们拎着土鸡
蛋、酸辣椒、甜米酒等土特产上门邮寄，
都能找到合适的包装材料。“只要不是
禁寄物品，我们都要想法设法给寄出
去，让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大山。”贺艳告
诉记者，一直以来，大营镇邮政代办所
充分立足当地实际，扩大服务范围，提
升服务质量，为本地客户的农特产品及
生鲜产品提供包装、理货、揽收“一条
龙”个性化服务，方便村民将特色农产
品销售寄出，为他们增收致富开辟了新
的途径。

“多亏有了这个邮政代办所，我们村
里的土特产才能更好地走出去，消费者
也可以买到真正新鲜、优质的农产品，实
现双赢。”大营镇关新村村委工作人员梁

应明感慨道。
帮助农特产品走出大山的同时，大

营镇邮政代办所还积极推进快递进村、
消费品下乡，让乡镇群众享受到与城市
一样便捷的寄递服务。大营镇邮政代办
所服务范围涵盖1个社区及13个行政
村，为了方便村民们收寄包裹，大营镇邮
政代办所设立了村级站点，为快递进村
构建了一张服务网，增强了邮政末端服
务能力，而且村级站点大都设置在村寨
的小商店，能够为小商店带来额外的客
流。现在，各个村邮站都已活跃起来，在
助农惠农工作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
著，无论是种子、农具，还是各种生活用
品，快递都能及时送到村民手中。截至
12月12日，大营镇邮政代办所共收寄包
裹快递邮件7191件。

不仅仅是大营镇邮政代办所，为了
打通乡村物流寄递“最后一公里”，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顺市分公司在全市
各县区、乡镇、村庄设立农村支局、代办
所和村级服务站点，通过推进县、乡、村
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架起乡村与城市的联
系桥梁，积极发挥农村网点站点作用，让
邮政服务点成为服务农村物流关键连接
点的同时，进一步打造延伸服务让邮政

与农村的联系更为紧密，不仅满足了农
村日益增长的寄递需求，让村民们“足不
出村”就能享受到快捷、高效的邮政服
务，还畅通了农特产品出山的渠道，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发展新活力。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共设立有58
个农村支局和47个代办所，956个村级

站点。
“接下来我们会提升服务质量，为村

民们提供更优质的寄递服务，同时不断
升级创新优化完善服务体系，让更多当
地农特产品搭上邮政‘顺风车’，走出大
山，为乡村振兴贡献邮政力量。”安顺市
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安顺市邮政分公司：

打通农村物流寄递“最后一公里”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刘凤 文/图

代办员为群众办理寄件业务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