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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纺织”织出乐业幸福花□ 张宝桁 陈熠瑶

在 窗 明 几 净 的 酒 店 里 看 书 ，在 渚

清 沙 白 的 大 海 边 阅 读 ，在 浓 郁 民 国 风

的 民 宿 里 品 读 传 奇 ，在 古 色 古 香 的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里 研 读 历 史 …… 在 广 东 ，

阅 读 成 为 一 种 享 受 ，“ 粤 书 吧 ”伴 随 着

文旅融合的春风，如雨后春笋一般，在

景区、酒店、民宿、历史街区里“破土而

出”。

由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推 动 的 新

型 阅 读 空 间 品 牌 ——“ 粤 书 吧 ”，不 仅

搭建了全民阅读与特色文化有机结合

的 文 旅 融 合 体 验 新 场 景 ，还 在 公 共 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 方 面 进 行 了“ 有 温 度 、接 地 气 ”的 创

新 探 索 ，营 造“ 悦 读 书 、 粤 旅 游 ”沉 浸

式消费场景。

拓宽文旅融合思路

为 推 进 文 化 和 旅 游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落 实 公 共 文 化 重 点 改 革 任 务 ，自

2020 年 开 始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在

全省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场所开展

“ 粤 书 吧 ”文 旅 融 合 创 新 发 展 项 目 ，通

过 树 立 全 省 统 一 品 牌 ，在 旅 游 经 营 单

位 设 立 当 地 图 书 馆 分 馆 或 流 通 点 ，将

公共服务作为文旅融合创新探索示范

领域。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制 定 了《广

东省“粤书吧”建设指引》《“粤书吧”必

备书目》等规范性文件，引入社会力量

参与，打造一批以公共阅读服务、全民

艺术普及为主要功能的先行先试典型

样板。

2021 年 ，建 设“ 粤 书 吧 ”类 新 型 公

共文化空间被列入广东省政府民生实

事 和“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实 践 活 动 任

务 。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全 省 “ 粤 书

吧 ”已 超 150 家 。“ 粤 书 吧 ”建 设 也 成 为

广东各地推动公共文化建设的有力抓

手。

以 佛 山 为 例 ，该 市 在 推 进“ 粤 书

吧”建设中，一方面，因地制宜探索“公

共文化+景区”“公共文化+民宿”等新

模 式 ，并 结 合 水 乡 文 化 、樵 山 文 化 、美

食 文 化 等 开 展 特 色 化 品 牌 活 动 ，进 一

步 形 成“ 一 吧 一 特 色 ”的 发 展 局 面 ；另

一 方 面 ，坚 持 内 容 为 王 ，在 信 息 咨 询 、

阅 读 休 闲 、活 动 体 验 、非 遗 传 承 、文 创

展销等方面为受众提供高品质产品和

服 务 ，着 力 打 造 企 业 产 品 与 书 吧 相 结

合的产品组合，营造“悦读书、粤旅游”

沉浸式消费场景，提升受众的黏性。

“粤书吧”不仅数量增加，各地还推

出了系列品牌。广州“花园书吧”、佛山

南 海“读书驿站”、深圳“简阅书吧”、河

源源城“槎城书吧”、韶关“风度书房”、

茂名“好心书屋”等品牌的新型阅读空

间相继建成并形成规模，以舒适环境、

智能服务、多元活动丰富游客的感受与

体 验 ，推 动 广 东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与

景区（点）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 山 大 学 信 息 管 理 学 院 副 教 授 唐

琼表示，“‘粤书吧’将公共文化服务与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有 机 结 合 ，是 广 东 文 化

和旅游公共服务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的典型探索，使近者悦、远者来。”

打造特色“文化风景线”

“ 粤 书 吧 ”将 文 化 带 进 了 旅 游 景

区 ，也 实 现 了 景 点 历 史 文 化 的 活 化 利

用，成为旅途中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给文化“加码”，更为旅游“赋能”。

在 江 门 市 百 年 华 侨 古 村 落 启 明 里

一 隅 ，江 门 非 遗 手 信 馆 这 座 融 汇 岭 南

特 色 与 西 方 风 格 的 百 年 侨 屋 格 外 显

眼 ，不 时 有 游 客 推 门 而 入 。 人 们 在 一

楼 参 观 新 会 葵 艺 作 品 、恩 平 濑 粉 等 非

遗项目及文创产品，在二楼启明里“粤

书吧”体验开平泥鸡制作的乐趣，了解

葵艺等非遗项目的制作技艺。如果碰

上 非 遗 文 化 体 验 沙 龙 ，游 客 还 会 与 当

地非遗传承人进行手作交流与分享。

通 过 非 遗 作 品 展 示 、非 遗 体 验 活

动、文创产品销售等形式，江门以文化

为基础、创意为导向，将江门非遗手信

馆 和 启 明 里“ 粤 书 吧 ”结 合 在 一 起 ，打

造 沉 浸 式 城 市 非 遗 文 化 体 验 空 间 ，使

“粤书吧”成为游客旅途中一扇认识当

地 文 化 的 窗 口 ，为 非 遗 传 承 开 启 一 种

全新的方式。

在广东省粤剧院里，宽敞明亮、书

香 浓 郁 的“703 粤 书 吧 ”吸 引 了 不 少 游

客。多种类的戏曲、文学图书，数字化

粤剧资源，粤剧展演、艺术沙龙等丰富

的文化活动，让粤剧迷们流连忘返。

房 车 露 营 地 、民 宿 等 新 兴 旅 游 业

态也成为“粤书吧”的落脚地。

佛 山 市 的 逢 简 梁 公 馆 客 栈 位 于 岭

南 水 乡 古 镇 ，以 民 国 风 格 建 筑 闻 名 。

民 国 书 舍“ 粤 书 吧 ”便 落 户 于 此 ，馆 内

有反映民国时期文学、历史、社会风貌

的 系 列 图 书 ，并 不 定 期 举 办“ 民 国 往

事”主题讲座、民国经典老电影放映活

动 ，富 有 历 史 文 化 特 色 的“ 旅 游 + ”模

式让游人趋之若鹜。

坐 落 在 肇 庆 市 中 游 国 际 房 车 露 营

基 地 游 客 服 务 中 心 的“ 粤 书 吧 ”，同 样

吸引游客眼球。中游国际房车露营基

地自然风光优美，往来观光、休闲的市

民 众 多 。“ 粤 书 吧 ”不 仅 丰 富 了 营 地 的

旅 游 场 景 ，更 增 强 了 房 车 露 营 的 文 化

休 闲 氛 围 。 除“ 粤 书 吧 ”之 外 ，营 地 为

每 间 房 车 配 备 了 相 应 的 图 书 ，并 设 立

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展

示区，让书香气、肇庆味飘满营地。

实现公共服务主客共享

“大而美”的文化场馆为城市品位

定 下 基 调 ，“ 小 而 精 ”的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让 市 民 游 客 更 有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 粤

书 吧 ”使 交 通 枢 纽 、商 场 楼 宇 、酒 店 景

区 等 充 盈 文 化 味 儿 ，让 主 客 共 享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描 绘 了 宜 居 宜 游 的 城 市 新

图景。

以 广 州 市 越 秀 区 图 书 馆 为 例 。 依

托 自 身 多 元 的 馆 藏 资 源 、丰 富 的 办 馆

经验、专业的人才队伍，越秀区图书馆

以 合 作 共 建 的 形 式 打 造“ 图 书 馆 ＋ 书

店”“图书馆＋公园”“图书馆＋红色史

迹”等多种“粤书吧”建设模式。

“ 我 们 希 望 市 民 游 客 无 论 游 览 景

区 、参 观 红 色 史 迹 ，还 是 逛 公 园 、购 物

娱 乐 ，都 能 享 受‘ 粤 书 吧 ’提 供 的 优 质

公共文化服务。”越秀区图书馆相关负

责 人 表 示 ，图 书 馆 根 据 不 同 的 空 间 特

点打造不同主题的阅读场景，使“粤书

吧”有机地融入其中。如，在广州市文

物 保 护 单 位 海 员 亭 建 设“ 粤 书 吧 ”，引

导 人 们 通 过 游 览 红 色 建 筑 、阅 读 红 色

图书，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在广州

动 物 园 、广 州 市 黄 花 岗 公 园 等 地 建 设

市 民“ 家 门 口 ”的 图 书 馆 、游 客 他 乡 最

容 易 找 到 的 图 书 馆 ，打 造“ 花 园 书 吧 ”

品牌。

截 至 目 前 ，广 州 市 越 秀 区 图 书 馆

已 建 成“ 粤 书 吧 ”10 家 ，接 待 读 者 约 15

万人次，特色活动惠及超 5000 人次，成

为市民和游客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的好

去处。

覆 盖 面 广 、主 题 性 强 的“ 粤 书 吧 ”

提 供 了 人 性 化 的 文 化 服 务 ，更 持 续 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为广

东公共文化建设带来了新气象。

在 云 浮 东 高 铁 站 乘 车 的 旅 客 写 信

致 谢 道 ：“ 在 人 来 人 往 的 车 站 ，以 书 本

隔绝喧嚣，让人在宁静、舒适的环境尽

享阅读时光，真是暖心之举”。

清远市连樟村的“连樟书屋”成为

村 民 与 游 客 的 交 流 平 台 ，扮 演 了 会 客

室、思想传播阵地、文旅发展助推器的

角色，让连樟村的乡村振兴成色更足。

为 贴 合 现 代 人 碎 片 化 、电 子 化 的

阅 读 习 惯 ，智 能 化 成 为“ 粤 书 吧 ”助 力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亮点。

在汕头市的“小公园丹尼丹纳‘粤

书 吧 ’”，读 者 只 需 用 手 机 扫 描 电 子 书

借阅机，便可免费下载正版图书、离线

储存，轻松将“图书馆”搬回家；河源市

东 源 县 万 绿 湖“ 粤 书 吧 ”里 ，读 者 可 以

通 过 刷 脸 、凭 有 效 身 份 证 或 读 者 证 刷

卡 ，在 这 座 无 人 值 守 的 图 书 馆 实 现 自

助借还。数字化的深度服务模式以更

多 元 、智 能 的 形 式 打 通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最后一公里”。

万绿湖“粤书吧”就设在游船码头

的 游 客 服 务 大 厅 ，让 游 客 在 等 候 过 程

中有个休闲好去处。河源市图书馆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设 立 万 绿 湖“ 粤 书 吧 ”

是 为 了 培 育 文 旅 融 合 新 形 态 ，拓 展 新

型 阅 读 空 间 ，体 现 了 共 融 开 放 的 发 展

理 念 。 根 据 需 求 ，这 里 被 打 造 为 一 家

互 联 网 ＋ 智 能 化 、以“ 万 绿 湖 ”为 主 题

的 24 小时无人值守自助图书馆。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发 展“ 十 四

五 ”规 划》提 出 ，要 聚 焦 产 业 融 合 和 服

务 品 质 提 升 ，进 一 步 完 善 现 代 旅 游 业

体 系 。 其 中 ，包 括 优 化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布 局 ，推 动“ 粤 书 吧 ”类 新 型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基 层 综 合 性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与 旅 游 服 务 中 心 融 合 发 展 示 范 点 建

设，实现“主客共享”。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下 一 步 ，将 进 一 步 拓 展 和 充 实

“粤书吧”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定义

和内涵，拟定《广东省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建设与发展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创

新 打 造 一 批 新 型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品 牌 ，

创新资源供给与服务方式。

广东“粤书吧”：让书香浸润旅程

□ 牛莹 杨亮 记者 张陇堂

为 打 造 非 遗 传 播 品 牌 ，突 出 考 古

成果，彰显文化特色，今年甘肃省将力

争把“战国豪车”打造成独特的秦文化

和 西 戎 文 化 标 志 性 非 遗 文 创 产 品 ，让

“战国豪车”走进大景区和游客集散场

所，为甘肃文化旅游代言。

位 于 甘 肃 省 天 水 市 张 家 川 的 马 家

塬 墓 地 ，是 战 国 晚 期 西 戎 一 支 游 牧 民

族 的 首 领 及 贵 族 墓 地 ，这 里 出 土 了 68

辆马车和大量随葬品。出土文物中除

蕴 含 西 戎 文 化 外 ，还 包 含 有 欧 亚 草 原

文化和北方系青铜文化、秦文化、楚文

化元素。其中，战国车乘保存完好、华

丽 ，车 辆 结 构 复 杂 、装 饰 豪 华 ，由 金 、

银 、贴 金 银 铁 、铜 、锡 和 各 类 质 地 的 珠

子装饰，部分车辆表面髹漆彩绘，工艺

水平较高，因此，这些出土的马车被称

为“战国豪车”。

2021 年 12 月 29 日 ，甘 肃 省 文 化 和

旅游厅召开秦文化和西戎文化考古成

果非遗文创转化座谈会。甘肃省委宣

传 部 副 部 长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党 组 书

记、厅长陈卫中在会上提出，2022 年将

以 甘 肃 秦 文 化 和 西 戎 文 化 考 古 成 果

“ 战 国 豪 车 ”为 主 题 ，创 意 研 发 非 遗 文

创产品，提升甘肃非遗的可见度、美誉

度和影响力。

陈卫中表示，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

将重点推进甘肃秦文化和西戎文化考

古成果的非遗文创转化，主要以“战国

豪车”为主题，创意研发 10 部具备展示

展览功能的秦文 化 和 西 戎 文 化 非 遗 文

创 产 品 ，增 强 非 遗 文 创 产 品 的 吸 引 力

和附加值。利用甘肃省独具特色的李

海明陇原掐丝珐琅非遗技艺和三维立

体 建 模 技 术 ，将 非 遗 与“ 战 国 豪 车 ”考

古成果相结合，创意研发出既可展示又

具实用功能的系列非遗文创产品，让甘

肃 省 秦 文 化 和 西 戎 文 化 动 起 来 、活 起

来 ，并 将“ 战 国 豪 车 ”系 列 产 品 引 入 各

大 景 区 和 游 客 集 散 场 所 ，使 其 成 为 吸

引游客参与体验的特色娱乐消费项目。

甘 肃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编 制 的《甘

肃省“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

划》《甘肃省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规划》中提出，今年甘肃省非遗保

护领域将紧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

长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中涉及甘肃非遗保护领域各项重点

内 容 ，不 断 提 升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系 统

性保护水平，培育非遗传播品牌。

近 年 来 ，甘 肃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在甘肃省秦文化和西戎文化考古研究

方 面 取 得 了 阶 段 性 显 著 成 果 。 其 中 ，

正 在 甘 肃 省 博 物 馆“ 实 证 —— 甘 肃 百

年考古成就展”上展出的“战国豪车”，

是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考 古 成 果 之 一 ，为 甘

肃 省 开 展 非 遗 转 化 、文 创 研 发 提 供 了

优质资源和创新思路。

据 了 解 ，甘 肃 省 秦 文 化 和 西 戎 文

化考古研究成果转化工作目前已有了

初 步 进 展 ，通 过 前 期 发 现 的 68 辆 随 葬

车辆，以车舆的形状区分出五大类：圆

角长方形车舆高栏车、圆角长方形低舆

带珥车、椭圆形车舆低栏车、圆角长方

形低舆高轼车、圆角方形车舆低栏车。

据 介 绍 ，此 次 创 意 研 发 的 10 部

“ 战 国 豪 车 ”复 制 品 中 ，将 由 相 关 部 门

完 成 5 部 文 物 仿 制 类“ 战 国 豪 车 ”作

品 ，在文创作品工艺、彩绘等装饰上贴

近 历 史 、完 善 技 艺 水 平 ，另 5 部 则 由 甘

肃省掐丝珐琅画代表性传承人、甘肃珐

琅壁画文化研究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海明完成。

多 年 来 ，李 海 明 致 力 于 掐 丝 珐 琅

画，其画作线条飘逸流畅、颜色艳而不

俗、故事内容多样，还把掐丝珐琅画延

伸到乐器、镜子、家具、装饰品上，推出

一系列文创产品。

“这次借助掐丝珐琅技艺对非遗文

创 产 品 的 车 体 、装 饰 部 分 进 行 加 工 创

作，是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融入当代、融入

大众、融入生活，服务于人民的一次艺

术传承。这些‘战国豪车’复制品进入

景区等场所进行展示，可以大大提升游

客 的 参 与 度 与 体 验 感 。 考 古 成 果 +非

遗技艺+旅游消费场景，这种尝试将为

文旅融合探索出新路子。”李海明说。

目 前 ，甘 肃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已 携

手 甘 肃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甘 肃 珐 琅

壁画文化研究发展有限公司建立了推

进 工 作 专 班 ，把 研 发 秦 文 化 和 西 戎 文

化 系 列 非 遗 文 创 产 品 作 为 重 点 工 作 ，

按照成熟一批、复制一批、市场化运营

一 批 的 理 念 ，通 过 市 场 化 、品 牌 化 手

段 ，逐 步 将“ 战 国 豪 车 ”引 入 大 景 区 和

游客集散场所，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力

争打造出成功的非遗传播品牌。

考古成果+非遗技艺，“战国豪车”为甘肃文化旅游代言

□ 孟萍

在 广 西 西 北 部 的 百 色 市 乐 业 县 新

化镇磨里村，许多人家都传出织机的

声响，家家户户的妇女们在织机前忙

碌着，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织进

一寸寸土布中。近年来，乐业壮族纺

织 这 项 非 遗 技 艺 成 为 壮 乡 妇 女 重 要

的“ 副 业 ”、增 收 致 富 的 好 帮 手 ，非 遗

工 坊 成 为 乐 业 县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抓手。

传统技艺重受关注

磨 里 村 位 于 乐 业 县 秀 丽 的 布 柳

河畔，是一个壮族风情十分浓郁的村

子 。 磨 里 村 的 壮 族 妇 女 自 古 就 有 农

忙 种 田 ，农 闲 纺 纱 织 布 、制 作 壮 族 传

统 服 装 的 传 统 ，纺 织 技 术 有 400 多 年

历 史 。 乐 业 壮 族 纺 织 于 2016 年 列 入

广 西 第 六 批 自 治 区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乐 业 壮 族 纺 织 技 艺 以“ 织 ”为 特

点，有染、蜡、蒸、捶等工序，织出的布

以 黑 、蓝 、白 为 主 要 颜 色 。 壮 族 传 统

纺 织 机 有 两 个 脚 踏 板 织 机 和 四 个 脚

踏 板 织 机 之 分 ，前 者 能 纺 出“ 萨 发 ”

纹 、“ 歪 随 ”纹 ，形 成 凹 凸 立 体 的 效

果 ；后 者 能 按 照 花 纹 图 案 所 需 的 规

则 织 出 不 同 的 图 案 ，手 工 精 美 、花 纹

别致。

2015 年 以 前 ，磨 里 村 里 的 年 轻 一

辈觉得传统纺织技艺较为复杂繁琐，

成本高、效率低，市场需求又少，不但

不愿学习壮族纺织技艺，甚至不愿穿

民间手工制作出来的布料，嫌太过土

气。掌握纺织技艺的老人相继离世，

健在的也年岁已高不能再纺织，乐业

壮族纺织日渐式微。

自 2015 年起，乐业县每年在磨里

村举办卜隆古歌文化旅游节，其间展

示 壮 族 卜 隆 土 布 的 制 作 技 艺 及 壮 族

服 饰 ，引 得 游 客 纷 纷 购 买 。 于 是 ，村

里 的 妇 女 们 又 开 始 织 起 布 来 。 特 别

是近年来，非遗技艺的传承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磨里村的传统纺织在

市场中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阔。

非遗传人带头致富

今 年 50 多 岁 的 罗 美 烈 是 磨 里 村

织 布 妇 女 中 的 佼 佼 者 。 她 是 磨 里 村

土生土长的壮族卜隆支系后代，从 12

岁 就 跟 随 母 亲 学 习 壮 族 土 布 纺 织 技

艺，18 岁时就学会了壮族纺织的各种

技巧。靠着从小养成的深厚功底，她

织 出 来 的 布 图 案 精 美 ，色 彩 搭 配 得

当，深受人们喜爱。

走 进 罗 美 烈 的 家 ，屋 里 挂 满 了 一

件件由她亲手缝制的壮族民族服装，

还 有 高 山 汉 族 的 ，男 女 装 都 有 ，款 式

都 很 漂 亮 ，布 料 的 手 感 也 非 常 好 ，领

口 和 袖 口 的 漂 亮 花 纹 分 手 工 织 的 和

机 器 绣 的 ，手 工 织 的 明 显 质 感 好 很

多，机织的花色更艳丽。

2017 年 11 月，罗美烈荣获广西壮

族 自 治 区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乐 业 壮

族纺织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并 通 过 壮 族 土 布 纺 织 和 土 布 服 装 制

作销售过上了小康生活。

为 了 更 好 地 传 承 乐 业 壮 族 纺 织

技艺，乐业县投资 20 多万元在磨里村

建立了壮族纺织技艺传习基地，还帮

助 罗 美 烈 在 县 城 的 旅 游 步 行 街 开 了

一 家 壮 族 服 饰 店 ，由 于 布 料 独 特 ，工

艺 不 凡 ，服 饰 深 受 消 费 者 青 睐 ，她 家

也因此成为“脱贫致富示范户”。

自 己 富 裕 了 ，罗 美 烈 还 惦 记 着 村

里的姐妹们。“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

富才是真正富。”罗美烈说。

她 利 用 自 己 家 里 的 两 台 织 布 机

和 一 台 缝 纫 机 为 邻 居 和 附 近 村 寨 贫

困 中 青 年 妇 女 举 办 免 费 培 训 。 在 她

的带动下，磨里村 50 多户贫困妇女通

过纺织土布、制作壮族服装以及壮族

被 芯 、背 带 、门 帘 、窗 帘 、蚊 帐 等 摆 脱

贫困。此外，她还义务管理磨里村壮

族纺织技艺传习基地，担任讲解员接

待参观者。

2019 年 11 月，百色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乐业县政府共同在磨里村成

立 乐 业 县 壮 族 纺 织 扶 贫 工 作 坊 。 在

罗美烈的带领下，磨里村通过“非遗+

扶贫工作坊”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新

路 子 。 如 今 ，每 年 靠 纺 线 织 布 和 销

售 ，可 以 为 村 民 带 来 可 观 的 经 济 收

入 。 全 村 464 户 2270 人 ，从 事 壮 族 纺

织 的 有 427 户 2045 人 ，靠 纺 织 每 人 每

天平均可收入 50 元，纺织户每年靠纺

织可以带来 1 万多元的收入。

近 年 来 ，磨 里 村 的 扶 贫 工 作 坊 举

办 了 壮 族 纺 织“ 非 遗 +扶 贫 ”培 训 班 、

培养非遗文化产业示范户，还帮助壮

族 非 遗 传 承 人 开 办 壮 族 非 遗 产 品 实

体店 8 家。

壮 族 纺 织 成 为 磨 里 村 妇 女 增 加

收入的重要途径，涌现出一批脱贫的

典型。52 岁的汤氏找，2021 年通过纺

线织布售卖月收入 1850 元，加上其他

收入，家庭年收入 24189 元，人均纯收

入 8063 元 ；53 岁 的 韦 凤 艳 通 过 纺 线

织布售卖月收入 1750 元，加上其他收

入，家庭年收入 32232 元，人均纯收入

8058 元；51 岁的黄氏燕通过纺线织布

售 卖 月 收 入 1780 元 ，加 上 其 他 收 入 ，

家 庭 年 收 入 32144 元 ，人 均 纯 收 入

8046 元 。 她 们 的 家 庭 都 已 稳 定 实 现

脱贫。

示范带动效果加成

如 今 ，壮 族 纺 织 不 只 是 在 磨 里 村

遍 地 开 花 。 乐 业 县 妇 联 主 席 龚 艳 清

介 绍 ，在 罗 美 烈 的 带 领 下 ，现 在 乐 业

搞传统纺织的妇女越来越多，壮族纺

织 产 品 种 类 繁 多 ，在 市 场 上 很 畅 销 。

随 着 乐 业 — 巴 马 长 寿 养 生 旅 游 小 镇

的规划建设，乐业壮族纺织产品今后

销售前景非常可观。

乐 业 县 委 、县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通 过

非 遗 特 色 产 业 助 推 乡 村 发 展 。 从

2008 年起，乐业县每年都举办一届旅

游手工艺品比赛，评比出创意奖和巧

手奖，这对保护传承壮族纺织技艺起

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乐 业 壮 族 纺 织 发 展 正 从 磨 里 村

扩展到全县。2021 年，百色市文化广

电 和 旅 游 局 申 请 深 圳 市 对 口 帮 扶 资

金 200 万 元 ，重 点 发 展 乐 业 县 新 化 镇

百坭村壮族纺织技艺，形成覆盖全县

的乡村农文旅振兴项目。

该 项 目 实 施 以 来 ，当 地 购 买 了 壮

族 织 布 机 、缝 纫 机 等 设 备 ，以“ 公 司 +

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开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组织开展特色

文旅活动，引导当地群众制作非遗文

创产品。据统计，目前共研发有服装、

挎包、帽子等十几种非遗文创产品。

2021 年 11 月，百色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在乐业举办两期“深百共建乐

业 县 乡 村 农 文 旅 振 兴 项 目 乐 业 壮 族

纺 织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群 培 训

班”，共有 200 名乐业各乡镇妇女接受

了培训。

此 外 ，百 色 市 、乐 业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主 管 部 门 还 定 期 组 织 举 办 卜 隆 古

歌 节 、唱 灯 戏 、龙 灯 舞 文 化 旅 游 节 等

非遗扶贫产品展销活动，加大线上线

下的宣传和营销力度 ；帮助村民搭建

传统工艺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平台，通

过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提 高 乡 村 自 我 发 展

能 力 ，深 化 农 文 旅 创 新 融 合 发 展 ，打

造县域乡村文化旅游振兴示范点。

罗 美 烈 说 ：“ 壮 族 纺 织 帮 助 我 们

实现了脱贫致富，今后我们要继续传

承 好 、发 扬 好 乐 业 壮 族 纺 织 技 艺 ，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广西百色乐业：

据新华社电（记者 邵鲁文）为 加

强对齐长城的保护工作，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日前印发《关于组建齐长城巡护

公 益 性 岗 位 队 伍 的 通 知》，依 据 齐 长

城 沿 线 7 市 的 长 度 和 巡 护 任 务 量 ，在

山东设置 860 个齐长城巡护公益性岗

位，协助政府保护管理齐长城。

《通知》规定，齐长城巡护公益性

岗 位 在 岗 人 员 须 每 天 对 所 负 责 区 域

的 齐 长 城 进 行 巡 护 ，并协助进行日常

养护、保护宣传等工作。各县（市、区）

可根据齐长城分布实际情况，在满足

齐长城巡护需求的基础上，调剂用于

齐长城周边不可移动文物的巡护。

《通知》要求，齐长城巡护公益性

岗 位 主 要 面 向 各 地 脱 贫 享 受 政 策 人

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农村

低 收 入 人 口 、农 村 残 疾 人 、农 村 大 龄

人员（45-65 周岁）等群体。相关人员

工 作 时 长 每 天 至 少 2 小 时 ，每 周 工 作

5 天 ，工 资 标 准 执 行 岗 位 所 在 地 小 时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按 月 发 放 ，并 为 在 岗

人员购买意外伤害商业保险。

山 东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置齐长城巡护公

益性岗位，能够充分发挥城乡公益性

岗位服务社会事务的功能，实现文化

保护与就业增收双赢，切实增强困难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齐 长 城 位 于 山 东 境 内 ，始 建 于 春

秋 时 期 ，完 成 于 战 国 时 期 ，西 起 山 东

济 南 市 ，东 至 山 东 青 岛 市 ，为 中 国 现

存有准确遗迹可考、年代最早的长城

文化遗产。1987 年，齐长城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山东设置 860 个齐长城巡护公益性岗位

近 日 ，2022 年 中 日 文 化 艺 术 交

流 季 活 动 在 北 京 中 华 世 纪 坛 启 幕 。

活 动 期 间 将 推 出 展 览 、日 本 文 化 推

广 、日 式 创 意 市 集 等 一 系 列 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 。 其 中 ，中 日 文 化 艺 术 交

流 季 开 幕 展 览“ 江 户 绮 想 曲 —— 浮

世 绘 大 展 ”，通 过 精 选 的 140 组 不 同

历史时期的浮世绘经典作品，以《花

未 眠》《江 城》《百 美 图》《和 之 境》四

个 章 节 ，全 面 呈 现 了 日 本 社 会 的 生

活 百 态 ，生 动 展 现 了 江 户 时 代 的 社

会 风 貌 。 该 展 览 将 持 续 至 6 月 初 。

图为游客参观展览。

本报记者 陈晨 摄影报道

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季启幕
中华世纪坛办浮世绘大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