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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非遗“活”起来 乡村“旺”起来

广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省区。迄今为止，我区先后开展了8批自治区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评审，认定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14项，总数排全国第5位；70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其中，龙州的壮族织锦、宁明的土法红糖、灵川的古作坊、港北区的油纸伞4种非
遗，在政府、企业、非遗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融入现代生活，在乡村振兴中
大显身手，演绎了新时代非遗保护与发展的传奇，其经验值得总结与推广。

织出幸福花

穿梭、挑花，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感，12位“金衩”正在南宁非遗生活馆
里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经过数月努力，一幅长12米、宽2.3米，主题为《美丽壮锦
献给党》的壮锦即将织成。

这群来自龙州县金龙镇双蒙村板池屯的织娘，内心充满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
没想到织锦也能帮我们致富。”织娘李雪娇说，自从加入非遗工坊，每天在家织锦
2至4小时，一年可获得一二万元的收入。

织锦技艺在板池屯已传承了上百年，是村中女子必修的“女红课”。2016年，在自
治区文旅厅和广西博物馆的指导下，龙州县引进广西金壮锦公司，在板池屯成立壮
锦技艺工坊，组织贫困家庭妇女利用传统技艺，开创“居家织锦”扶贫模式。

几年来，政府与企业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定期培训、免费原材料、统一回收销售等一
条龙服务，吸引了不少妇女加入织锦队伍。“板池屯共183户，目前参加到‘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的就有50多户。”龙州县文旅部门负责人说，该工坊成效显著，
已被评为全国十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为了进一步推广壮锦文化，广西金壮锦公司与国际知名的意大利品牌设计团队、中
意文化交流协会共同建立广西壮锦品牌运营团队，打造广西壮锦品牌。目前，团队
已在意大利成立中意壮锦设计中心和中国壮锦文化推广中心，为龙州壮锦“走出去
”搭建了良好平台。

“今年5月，龙州壮锦技艺工坊首次收到了来自意大利的价值400多万元的订单。”
广西金壮锦公司负责人贺卡说，龙州“居家织锦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阔。

打造致富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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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濑江屯，依然是盛夏景象，但炎热的天气并未能阻挡游客的脚步。不少游客
来到这里体验壮乡风情后，还大包小包带走村里的网红产品——红糖。

濑江屯位于宁明县花山脚下，村里世代流传土法制糖技艺。红糖品质虽好，但由于
糖块过大，卖相不佳等因素，产品无人问津，无法为村民带来创收。

花山“申遗”的成功，为濑江屯发展带来了东风。当地政府引入企业，成立了专业
合作社，重点开发红糖产品。合作社根据客户需求，将大块红糖制成小块，改进产
品包装，研发多种口味的系列红糖，还为“花山王”申请注册商标，红糖品相和档
次得到显著提升。

“我们对制糖细节和包装的改善，不仅延长了红糖保质期，还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
，赢得了广大顾客的喜爱。”合作社理事长黄小茵说。

不仅土法制作的红糖畅销起来，就连红糖熬制过程中产生的糖泡沫，也被合作社制
成别具风味的糖波酒，成为濑江屯的另一种“网红产品”。“糖波酒口感甜润、芬
芳馥郁，味道真的非常独特。”来自福建的游客林先生说。

如今，在合作社的带动下，耀达村参与红糖与糖波酒制作的农户有100多户，合作
社年销售红糖11万公斤以上、糖波酒产量在3万公斤以上，产值达230万元，入社
农户每户年收入达3万元以上。

在开发红糖产业的同时，村里还大力发展旅游业。目前，村里已建成“濑江人家”
农家乐示范点，包括红糖作坊、村史馆、客栈、餐厅等，还推出壮族山歌、花山战
鼓、仙琴弹唱等民俗表演。“‘红糖+旅游’，为村民致富和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
甜蜜的道路。”宁明县文旅部门负责人说。

奏响作坊乐

进入东漓古村，在青砖黛瓦的小院落内，传来忽远忽近的打铁声、榨油声、织布声
，好一曲欢快的作坊交响乐。行至打铁铺，但见铁匠师傅取出烧得通红的铁块，抡
起锤子叮咚、叮咚砸下去，火花四溅的画面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看。

地处中原与岭南交汇地带的灵川，曾拥有星罗棋布的古村落，古村落里曾活跃着不
少古作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古村落日益老化，古作坊逐渐消失。如何将
这些乡村记忆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呢？

灵川县引入文旅企业，投资3.5亿元，在大圩镇潮田河畔打造东漓古村景区。景区秉
持“留古融新”理念，恢复重建了200多栋古建筑，勾勒出一片古意盎然的梦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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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古村突出桂北建筑风格，一砖一瓦都能从漓江沿岸古村中找到原形，尽力还
原桂林古村落的历史风貌。”景区负责人李素萌说。

民居建设只是第一步，注入内容才是重点。景区汇聚了桂北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作
坊：桂陶坊、桂布坊、染坊、打铁铺、榨油坊、酒坊、腐竹坊等，活态展示桂北传
统生产生活方式，打造了活色生香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基地。

传统作坊建好后，不少手工艺人被请回来“重操旧业”，织布匠周福庆就是其中一
员。周福庆已年逾古稀，但仍坚持每日到桂布坊织布，乐此不疲。他说：“没想到
还有织布的机会，既然古村需要我，我就要发挥余生的光和热。”

东漓古村的兴建，有力推动当地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比翼齐飞。“景区提供给当地
群众的就业岗位达80多个，还有320多个农民工参加项目施工建设。”灵川县文旅
部门负责人说，近两年来，景区共支付劳动报酬3000多万元，帮助周边村民每年人
均增收1600元以上。”

撑起振兴伞

仲秋的中里乡，溪流潺潺，竹影婆娑，处处生机盎然。广西东方尚贤公司油纸伞生
产基地位于竹林深处。走进基地，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油纸伞，精致典雅，美
不胜收。

“多亏了韦军民，给乡里带来了油纸伞和宫灯产业，让我们有机会在家门口就业，
1个月的工资有两三千元。”在公司上班的韦志说。

韦军民是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坦阳村人，其祖上世代制作油纸伞，至今已有400多
年历史。韦军民大学毕业后，去苏州发展，在油纸伞和宫灯产业上开创了一片新天
地。数年前，为了振兴家乡，他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将油纸伞和宫灯产业搬回家乡
发展。

几年来，韦军民坚持“在农村建厂、招收农民工人、购买本地原材料”原则，在当
地建起2000多亩的毛竹产业园，引导农民种植1500亩毛竹，解决了本地500多名
贫困户的就业问题，为家乡发展注入一股新活力。

经过发展，濒临消失的壮族油纸伞制作技艺成功入选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韦军民的
公司也迅速成长为集原材料种植、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公司，
年产艺术宫灯300万盏、油纸伞200万把，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

如今，永不止步的韦军民又开始了产业新攀登——打造中国最美伞庄“汉古伞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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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5亿元，占地面积2300亩，按照汉唐时期建筑风格，建成以古代手
工作坊、民宿、毛竹产业核心示范区为一体的艺术生态田园综合体。”港北区文旅
部门负责人说。

“江南雨，古巷韵绸缪。油纸伞中凝怨黛，丁香花下湿清眸。”在不久的将来，油
纸伞所承载的文化意境将从古诗词中走出来，在港北区汉古伞庄活态呈现，给广大
游客带来唯美、浪漫的体验，也将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强劲的新动能。

（通讯员 李志雄 周 鹏 本报记者 吴丽萍）

来源： 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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