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国都市报1月16日讯（记者余育
桑 文/图）随着春节的临近，五指山市黎

锦服饰协会内呈现出一副忙碌而有序的

景象。海南省黎族服饰传承人、南海工匠

王秀丽和两位织娘正端坐在水平织机前，

全神贯注地赶制着一批黎锦订单，确保在

春节前能顺利完成交付。

2024年12月5日，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急需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着黎锦在国

际上成为瞩目的焦点，无论是精美的黎锦

服饰、黎锦元素的家居饰品还是文化创意

产品，都成了市场上的热门之选。

“年前这段时间黎锦的订单量特别

多，而且订制的都是大件的壁挂，需要1

个月的时间才能交货，我们都在加班加点

赶制。”王秀丽告诉记者，如今黎锦在市场

上变得炙手可热，景区、商城、消费者都在

订制购买，期待在春节时将黎锦作为祝福

送给家人和朋友。

在水平织机上，上百条棉线从上往

下，尾端如瀑布般倾泻下来，整齐又密集

的悬挂于宽广的织面之上。只见王秀丽

手拿勾线针，灵活地将纬线穿梭于经线之

上。提拉、压线、提拉、压线，如此重复，棉

线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那些繁复而精美的

图案，在她的巧手下渐渐成形，每一笔都

蕴含着黎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王秀丽告诉记者，黎族没有文字，只

能通过棉线编织黎锦，承载历史记忆和民

族情感。对黎族人民而言不仅是服饰，更

是一本行走的黎族史书。正是这一点，赋

予了黎锦丰盈的生命力，深受广大消费者

的青睐。

“以前我们都是拿黎锦做衣服穿，现

在黎锦不仅做衣服，还能做手工艺品，有

生之年想都想不到。”王秀丽说，在以前，

只有黎族的长辈才会购买黎锦作为服饰

给子女穿着，如今，黎锦文化的不断推广

和市场的不断拓展，群众审美意识提高，

黎锦产品越来越多样，消费群体也越来越

广泛。

谭朝艳自幼跟随母亲王秀丽学习黎

锦的编织，时至今日，成为黎锦服饰市级

传承人。她与母亲一同创办的五指山市

黎族服饰协会，培养了210名技艺精湛的

织娘，并以“公司+合作社+织娘”的合作

方式，带动织娘创收致富，改善生活。

“黎锦的传承和保护，推动了黎锦产

业的发展，也给织娘提供了就业的机会。

订单越多，织娘的收入也越高。”谭朝艳向

记者说道，黎锦订单多以订制为主，客户

下单后明确需求，就开始购买棉线，召集

织娘，分工协作。

谭朝艳说道，“花园里要生机勃勃，

那就要培育不同的花朵竞相开放，黎锦

也是一样。”

相比母亲编织的传统黎锦，谭朝艳将

黎锦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创作出

了发卡、项链、耳环、手链等一系列具有时

尚感和实用性的黎锦产品，满足了不同消

费者的需求，每当节假日，往往供不应求。

“黎锦订单的火爆不仅为织娘们带来

了可观的收入，更激发了她们对技艺传承

的热情和信心。”谭朝艳期待地说。

“年前做完这单，就陪小孙子过年

咯。”王秀丽一边织布，一边想象着春节

与家人团聚的温馨场景，脸上的笑意越

来越浓。

南国都市报1月16日讯（记者王小
畅通讯员黎成王蕾）“乘坐C7821次列

车的旅客准备检票进站啦，请携带好随身

物品。”1月15日7时20分，海南环岛高

铁东方站2号检票口传来客运员吴宗霖

温馨提醒的声音。

23岁的吴宗霖是海口车务段东方站

的一名00后客运员，今年是她参加工作

的第一个春运。去年8月，她独自从家乡

黑龙江鹤岗南下，来到祖国南端的海南东

方，从事喜爱的铁路工作。面对旅客时，

她稚嫩的脸庞上常常挂着微笑，熟练地引

导旅客乘车。

“小姑娘，我的身份证怎么刷不开

啊？”准备去三亚见朋友的王老先生，在自

助检票闸机验证时犯了难，焦急地向吴宗

霖求助。正在一旁查验车票的吴宗霖听

到声音立即回应：“您别着急，来我这边。”

她向前接过老先生的身份证进行查验，

“给，收好身份证，现在时间还很充裕，您

可以慢慢走，注意安全。”

“闺女，我这趟车在哪里上车？”旅客

陈女士指着手机里的车次信息问道。刚

检完票准备去接车的吴宗霖，停下脚步，

看了一下手机说：“女士，您这趟车在2站

台，往前下扶梯，然后直走就到了。”

东方站是海南环岛高铁西段“最具人

气”的车站。今年春运，东方站每天将开

行70趟列车，平均15分钟接发一趟列

车，日均到发旅客9000人次。春运期间

旅客较多，吴宗霖就像个旋转的“陀螺”，

一旦忙起来就停不下来。

“我这个徒弟是个热心肠，我们站老

年旅客比较多，小霖总是积极主动帮助他

们，经常坐车的老年旅客来了都叫她闺

女，特别喜欢她。”说起吴宗霖，客运值班

员文育珊赞不绝口。

“以前坐车的时候，总觉得车站工作

简单，现在自己干起来，才体会到这个岗

位的不易。”吴宗霖感慨道。刚参加工作

时，她跟旅客说话都会紧张得脸红，遇上

客流高峰更是急得打转。为迎接今年春

运，她常常缠着师傅文育珊传授经验，现

在跟旅客交流能够落落大方，工作上也能

独当一面。

16日8时30分，通宵上班后准备下

班的吴宗霖把重点旅客的信息进行分类，

并细心地将旅客需求贴上小提示，最后再

把这些信息转达给接班的同事。今天她

便顺利完成了今年春运的首秀。她说：

“还好师傅教得好，我才能应对得了春运

这种大场面。”

“妈，今年过年您准备做啥好吃的

呀？”下班回宿舍的路上，吴宗霖给妈妈打

了一通视频电话。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猪肉炖粉条，

还有你爱吃的蛋堡，你啥时候回家呀？”听

着妈妈的话，吴宗霖的眼眶有些泛红，哽

咽地说：“妈，今年春节我当班，等年后休

假我再回去，您要给我做蛋堡哦。”

海南环岛高铁东方站

00后“陀螺”女孩的春运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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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着师傅传授春运经验

工作中的吴宗霖。通讯员于振兴摄

稚嫩脸庞常挂微笑引导旅客

五指山黎锦服饰协会
年前黎锦需求旺织娘加班加点忙制作

谭朝艳在整理黎锦。 王秀丽在水平织机上勾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