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李利：
“希望有更多人能加入这项事业中，让民族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近年来，我国各少数民族地
区通过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传
统优秀文化，助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带动
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联动潮新闻、东北网、云南网、多彩
贵州网、广西日报等媒体，聚焦少数民族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少数民族地区
文化传承工作中的责任、使命和担当，
围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承和乡

村振兴发展，谈变化、聊发
展、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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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黄丽萍：
“我们充分利用五星村的资源要素和区位优势，发展农业产业、黎锦非遗产业和乡村旅游。”

黎锦织出“创新花”
让村民过上“五星级”乡村生活

□东北网记者杨帆

3月3日上午，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的黑龙江代表团抵达首都北京。全国人大代表刘

蕾说：“过去，我们赫哲族群众以捕鱼和耕种为生，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率先致富奔小康’嘱托，我们

开始探索多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养殖，

还依靠特色的民族文化，搞起了旅游和手工艺品

制作，现在我们的增收门路更宽了，经济收入在不

断攀升。”

据了解，八岔村就是赫哲族发展的缩影，他们

种山药、大球盖菇，养鲟鱼、鳌花、螃蟹，办起了鲜

食玉米和鱼制品加工厂，开起了特色民宿，还引进

了“莫日根”“伊尔嘎”两艘大型游船发展界江旅

游，真正实现了多业并举的完美转变，交出了一份

产业繁荣、和谐稳定的幸福答卷。

“这几年，我也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赫哲民俗文

化的广泛传播和广受认可。习近平总书记的到

来，让八岔村成了声名远播的‘明星村’，也让赫哲

族独有的伊玛堪、嫁令阔等非遗保护项目从小渔

村走上了大舞台，我们一起去北京、上海、天津等

地进行民俗文化展演，《赫哲婚礼》《拉哈苏苏》等

赫哲族民俗、歌舞剧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赫哲族

的文化魅力。”刘蕾说。

□云南网通讯员秦楷第记者瞿姝宁

“代表，你们这个‘哦得得’是哪样意思哦？”

“这个相当于我们怒族的语气词，有‘慢慢唱’的意

思，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怒族民歌的曲牌名。”郁伍林说。

见到记者，这位来自怒江大峡谷的全国人大代表、云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略显羞涩。但聊起怒族民歌、

老姆登村、旅游民宿，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郁伍林从小就能歌善舞，常被选为怒族代表外出展

示民族文化。1997年，他回到家乡，想为传承发扬怒族文

化做更多的事。他潜下心来，经常去拜访村里的老艺人

学习怒族传统文化，并进行挖掘整理、练习掌握。经过多

年钻研，他掌握了几十种达比亚舞的跳法，现在达比亚舞

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老姆登”是怒族

话的音译，意思是大家都喜欢

来的地方。郁伍林是老姆登村

第一个吃上“旅游饭”的人。2001

年，他开起了全村第一家客栈。“各民

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

子。客栈火了以后，不少乡亲来我家里取经。”

郁伍林毫无保留地向大家传授经验。

“过去几年，我们老姆登村发展起特色乡村旅游，让

游客体验到热情淳朴的怒族文化，不仅促进了非遗传

承，还增加了村民收入。”郁伍林表示，希望能有更多游

客来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多彩贵州网记者李远莉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布依垚文

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李利近期一条微信朋友圈的内

容，配图是一件蓝色布依族刺绣上衣。

李利是黔西南州晴隆县鸡场镇的一名布依族姑娘，今年

是她返乡创业第八年。李利从小和母亲一起学习制作布依族

服饰，熟练掌握绞纱、排线、织布、裁布等传统工艺。12岁时

她就亲手为自己做了一套布依族服装。2016年，李利带着一

群小伙伴建立了服装品牌“布依垚”，带动乡亲们就业，努力让

富含布依元素的时尚服饰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2023年，布依垚在兴义万峰林等景区开了3家集展览与销

售一体的门店，线上抖音号粉丝量突破20万人，吸纳60余人

稳定就业，带动居家灵活就业180余人，产品广销北京、上

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还有部分国外订单。“目前设

计团队有六七个人，大家思维很活跃，设计出的服装、

配饰很受欢迎，出了好几个走俏市场的爆款。”李利说。

2024年全国两会前夕，李利精心设计赶制了三

套布依族服饰，期待通过全国两会的平台，展示布依

族服饰的非遗文化魅力。李利介绍，今年全国两会

上，她将就“如何吸引人才加入非遗传承和发展”的

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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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雷群芳：
“要加强民族地区教育体系建设，打造中华文化认同提升主阵地。”

畲绣绘出“吉祥花”
带上“团结兔”“幸福龙”为文化繁荣发展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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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服饰别上“时尚花”
民族服装成“火出圈”的爆款

怒族歌舞唱响“幸福花”
老姆登村的特色乡村旅游火了

六省区少数民族代表委员共话文化传承发展

绽放乡村沃土民族花贵
州

全国人大代表郁伍林：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乡村旅游不仅仅是给游客提供吃住服务

那么简单，还要有民族文化特色，这样乡村旅游发展才真正有了‘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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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刘蕾：
“探索多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养殖，还依靠特色的民族文化，搞起了旅游和

手工艺品制作，现在我们的增收门路更宽了，经济收入在不断攀升。”

赫哲族非遗文化播种“繁荣花”
八岔村成了声名远播的“明星村”

广
西

八桂大地绽放“团结花”
□广西日报记者覃文武 通讯员黄云罗添

在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龙岸镇龙凤村金鸡

屯，居住着壮、汉、仫佬、苗等7个民族，村民们讲桂柳话、闽

南话、壮话、仫佬话等11种语言，78户380多名村民世代和

睦，其中不乏多民族家庭，演绎了多民族和谐共处佳话。

八桂大地，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以壮、汉、瑶、苗、

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为代表

的各族儿女，共同生活在广西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全国

人大代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长吴国军表示，罗城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提升民族文化，打造

“一馆一场一剧”、仫佬古城、民族文化产业园、中华廉政文

化园等重点文化项目。利用“广西三月三”、婆王节、仫佬族

依饭节、走坡节等特色文化资源，组织开展“文化进万家”活

动。其中，依饭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吸引全国各民族同胞前来参与体验。

全国人大代表吴国军：
“利用‘广西三月三’、婆王节、仫佬族依饭节、走坡节等特色文化资源，组织开展‘文化进万家’活动。”

□潮新闻记者俞刘东邹宸徐雪纯

靛蓝色的背包上，五彩的图案犹如凤凰展翅；丝制的

彩带上，精致的符号寓意幸福吉祥；还有融合了畲绣技艺

的“吉祥龙”“幸福兔”……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副院长雷群芳的行李箱里，一件件带有民族风

情的特色文创产品格外吸人眼球。

雷群芳的家乡在浙江景宁，作为全国唯一畲族自

治县，少数民族元素是当地最大的特色。近年来，随

着“国潮”崛起，各种融入畲族元素的工艺品也受到

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雷群芳表示，带上这些文创

产品去北京，正是希望为传播畲族文化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雷群芳带来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青

年对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提案。她建议，一方面要加强

民族地区教育体系建设，打造中华文化认同提升主阵地；

另一方面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中华文化

认同的物质基础。

□南国都市报记者谭琦/文曹志/图

黎锦和文创产品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海南陵水黎

族自治县文罗镇五星村，黎锦手工编织的“陆龟”文创产品

深受游客的青睐。

“一件文创作品20多元，春节期间一天卖出20多

个。”全国政协委员，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副镇长、五星

村党总支书记黄丽萍介绍，“陆龟”是位于五星村一家田

园度假民宿的主题形象，依托民宿带来的乡村旅游热度，

她组织村里的妇女在景区内搭建了“黎锦小屋”，售卖与

“陆龟”相关的黎锦文创产品，讲好黎族故事。

五星村是黎族同胞聚居村，民族文化底蕴丰厚。为了让

黎族传统文化传下去、“活”起来，黄丽萍推动“妈妈制造海南黎

锦合作社”落户五星村。“村里的妇女利用闲暇时间编织黎锦，

不仅传承了黎锦技艺，还能在家门口获得收入。”黄丽萍说，目

前合作社已有织娘40多人，织黎锦成为助农增收的副业之一。

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五星村从一个贫困落后的村庄发展

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我们充分利用五星村的资源要素

和区位优势，发展农业产业、黎锦非遗产业和乡村旅游。”黄丽

萍说，随着一批批游客的陆续到访，五星村热闹起来，村民的收

入涨起来。

黄丽萍还计划，后续将加快农业品牌化建设，结合黎锦技

艺的传承和创新发展，谋划打造农旅结合的共享农庄，为乡村

振兴积蓄后劲，让五星村的村民过上“五星级”的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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