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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刺绣：
流动的风景 永远的乡愁

——见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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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与省城乡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大理市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全 市 人 大 宣 传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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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2121743

近日，由农业部、全国最美乡村创建办、农村杂

志社主办的“2016 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在北京揭

晓，大理镇南五里桥村和湾桥镇古生村荣登榜单。

据了解，此次评选以“讲述美丽乡村故事，展现

新农村风貌”为主题，按照“村庄环境美、自然生态

美、生活幸福美、创新引领美”的标准严格评选，旨在

展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成就，挖掘一批产业美、环境

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美丽乡村示范实例。近日，记

者走访了南五里桥村，实地体验了美丽乡村的风貌。

大理镇阳和村委会南五里桥自然村是一个以回

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村，村内交通干道及小巷地面

干净平整。近年来，南五里桥村围绕“产业、环境、人

文、生活”四美建设美丽乡村，全村经济发展迅速，村

容环境较以往有较大改善，群众幸福指数也日渐提

升。

据介绍，30 年前南五里桥村的房屋还是以茅草

农屋为主，村里道路坑洼不平，遇上雨水天气更是泥

泞不堪。村里人多地少，满足不了居民的基本生活，

一部分村民只好另谋出路，发展起传统的运输业。

当时，村里每个生产队都购买了马车，给百货站运送

货物，外销村里的石材。村民们就这样不辞辛苦地

赶马车搞运输、买卖牲畜，慢慢地摸索出一条运输脱

贫之路。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的经济收入情况改

善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提升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过去，南五里桥村发展的主业是养牛，村里道路

满是牛粪。近几年，随着村里经济水平的提升，村里

的道路由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民会自觉清扫路上

的垃圾，将生活污水接入排污管道，自然环境和人居

环境更加优美。村里的党员干部把爱护环境的思想

宣讲给每一位村民，村里修建完善了污水管网，在全

村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全村环境卫生维持得更好了。

南五里桥村除了回族以外，还有白族、汉族、藏

族、纳西族、彝族居住，虽然辖区内民族众多，各个民

族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但村民们互相尊重各自的

民族信仰，和睦相处。汉族、白族居民尊重回民，养

猪实行圈养，决不赶到街道上。整个村睦邻友好，生

活越来越幸福。邻里关系友好，离不开村民的互相

尊重理解，更离不开党员干部的努力协调。南五里

桥在村里实行党员轮流值班制，每天都有至少一名

党员为群众值班，对村里发生鸡毛蒜皮的事情进行

登记，进行调解处理，在萌芽状态就彻底解决小矛

盾、小纠纷，减少了村民之间的矛盾。

大理镇阳和村党总支书记马武超满脸自信地告

诉记者，“以后要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努力实现家

家有轿车、户户有产业”。这也是南五里桥村今后努

力 实 现 的 目 标 。

目前，南五里桥村

会继续保持“村庄

环境美、自然生态

美 、生 活 幸 福 美 、

创新引领美”的新

农村风貌。

记者 郭鹏昌

▶为 发 展 农 村
普 惠 金 融 ，全 面 激
活农村金融服务生
态 链 ，市 农 村 合 作
银 行 持 续 推 进“ 惠
农支付点”建设，力
争通过服务点改善
农 村 金 融 环 境 、优
化 支 付 渠 道 、建 构
新 型 农 村 支 付 体
系 ，从 而 达 到 促 进
农 村 经 济 增 长 ，保
障 改 善 民 生 的 目
的。图为市农合行
员工向农户介绍惠
农 POS相关功能。

李雪飞 摄

6 月 23 日，全市人大宣传工作

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新形势下全市

人大宣传工作，并就做好人大宣传

工作作专题培训。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东发出

席会议并作讲话，州人大常委会研

究 室 主 任 倪 永 华 到 会 作 指 导 培

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庚明

主持会议。

近年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

州人大常委会的关心支持下，市

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州、市党委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

见》，高度重视人大宣传工作，不

断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媒体

和期刊宣传全市人大工作。2014
年 8 月创建市人大常委会网站以

来，宣传平台得到进一步拓展，宣

传力度不断加大，人大工作日益

得 到 人 民 群 众 的 认 识 理 解 和 支

持，全市人大宣传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有力地促进了人大依法

履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人大宣传工作是党

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

大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加强

和改进人大宣传工作，是认真宣传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宣传宪法和法律法

规，推动人大工作顺利开展的需

要，是贯彻实施好《监督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人大工作

与时俱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领导，

以 正 确 的 导 向 引 领 人 大 宣 传 工

作。要立足人大本职，以准确的定

位夯实人大宣传工作，着重宣传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着重宣传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着重宣传人大依

法履职情况。要改革开拓并重，进

一步健全机制，拓展平台，提升质

量，整合力量，不断创新人大宣传

工作。

会上，倪永华结合人大工作实

际和具体宣传案例，就如何做好人

大宣传工作对与会人员作专题辅

导；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负责人通

报近期宣传工作情况，并对下一步

宣传工作作安排部署。

市人大常委会全体干部职工，

各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和办公室

主任（专干），各视察调研小组组

长，各代表活动小组联络员参加会

议。 记者 自 然

6 月 28 日，市政府与云南省城
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签订
仪式及大理市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市与云
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进一步
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志宏，市政
府 党 组 成 员 木 杏 云 ，副 市 长 周 亚
敏、李欣、袁春城、田文杰，市政协
副主席钟益民，云南省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副总经理李振雄，集团总经
理助理、省城乡投公司董事长俞志
明，省城乡投公司财务总监金宏锋
出席签约仪式。

据了解，为有效改善我市困难
群众住房条件，提升城市人居环境
及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经济增
长与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协调发
展，加快大理市城镇化建设进程，
我市与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将开展全方位合作。

高志宏在签约仪式上作讲话。
他说，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是省政府授权的全省城乡建设投
融资平台和相关项目开发经营实体
企业。多年来，公司围绕省委、省
政府关于城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积极承担和较好完成了全省城乡建
设尤其是中小城市服务性项目的投
资和建设重任。特别是在省内的多
个地方实施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
社会事业项目，受到了当地干部群
众的高度认可。

高志宏说，今年，市委、市政府
拓宽融资渠道，通过调研决策，明
确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大力推进城
镇棚户区改造、教育、卫生等社会
事业发展。目前，按照购买服务的
程序规定，省城乡投积极参与，通
过公开招投标，省城乡投已依法中
标成为大理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的承接企业。相信通
过省城乡投对住房保障、教育医疗
卫生等基础设施项目丰富的投资、
建设和管理经验，对相关资金、力
量的充分调动和注入，沙河埂片区
棚户区改造、下关七小分部等中小

学及幼儿园建设项目工作将有序高
效开展。高志宏表示，我市将加大
资金投入，保障政府购买服务等相
关资金，做好各方协调工作，相关
部门将全力配合，做好服务，力助
各建设项目顺利推进，最大限度让
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李振雄在签约仪式上介绍了云
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和云南省城
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情况。他
表示，省城乡投公司此次与大理市
签订合作协议及成立大理市城镇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大理市的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集团公
司将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签约仪式上，周亚敏、金宏锋代
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云南省城乡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大理市城市更
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股东协议
书。

签约仪式结束后，高志宏、李振
雄共同为大理市城镇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揭牌。

记者 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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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李红桃家，迎面看到一个身着白族传统服

饰的中年妇女，面容和蔼、笑容可亲，细看她身上的

服饰，十分精美，心想这该是传说中的刺绣高手李红

桃吧！果然，经介绍后，猜测得到了验证。

李红桃家里的小院绿树成荫、鲜花绽放，时值缅

桂花开，花香阵阵，她热情地为我们每个来者送上

一朵洁白馨香的缅桂花，走到堂屋前，看到了她制

作的各种刺绣作品，十分震撼，早就知道大理民间

有许多刺绣高手，可一时间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刺绣

作品，实在是目不暇接了。李红桃说：“从小就喜欢

刺绣，很小的时候跟着奶奶、妈妈一起来学刺绣，可

以说是会玩的时候就会刺绣，差不多三十年了，以

前刺绣是绣了自己家用，现在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

与学习，把它做成工艺品来展现白族人民的艺术和

生活。”

李红桃的刺绣作品曾入选《云南民族民间手工

刺绣》等多种刊物，她的白族刺绣传习所，还成为一

些艺术院校的教学实习基地。此外，她还承担着挖

色镇中学乡村少年宫的刺绣课教学工作，每周到学

校上一节刺绣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李红桃

有了上百件经典绣品，涵盖白族民间刺绣的十多个

样式，曾经有外地客商出价一百万购买这些绣品，

被她拒绝了 ，李红桃不仅熟练掌握各种传统的图

案、手法，而且在图案创新、色彩搭配等方面有较深

的造诣，她的作品曾在各级刺绣比赛中多次获奖。

2014 年 9 月，李红桃被省文化厅命名为“云南省民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刺绣代表传承人”后，开办了

白族刺绣传习所 ，她希望筹建一个白族刺绣展示

厅。李红桃说：“我是个传承人，不仅要承接上一代

留下来的图案，更要在老一辈刺绣作品的基础上进

行创新，让绣品融入我们现在的社会，走入我们现

代人的生活。”

挖色镇是大理市的刺绣之乡，这里的妇女热

爱刺绣且有传统，随便走进一个白族小院，都能感

受到刺绣与心灵的互动，呼之欲出的鲜花、彩蝶以

及各种吉祥物分布在帽子上、围裙上、鞋子上、香

包上……装点着她们的生活，也融入她们世代的

文化血脉中。挖色镇的刺绣，品种较多，主要有：

儿童戴的帽子（如虎头帽、排坊帽、凉帽、鸡冠帽、

方亭帽、鱼尾帽等）、香包、钱包、围腰、围腰头、围

兜、小马褂、抱裙、裹背、鞋子以及其它各种家居

用品。

大理秀丽多姿的山水和民族风情不仅造就了

白族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成就了一批白族

妇女，她们用绣花针和五色丝线绣出一方锦绣，也

绣出了美好生活，展现她们的巧手慧心。

闫化兰今年 82 岁了，她有 5 个儿女、11 个孙儿

孙女，从小她就跟母亲学习刺绣，农闲之时她就刺

绣，因为热爱刺绣和饱含对家人的爱，她为每个孙

儿孙女从头到脚绣制了一套白族传统服饰，一针一

线都凝聚着她对孩子们的祝福，闫化兰介绍道：“白

族刺绣会说话，每一种图案都有一种说法，挖色的

白族刺绣根从传统，品类很多，仅仅帽子的种类就

有九种。”

王秀娟擅长剪纸，她的心中装着 1000 多个传统

图案，这些图案被白族妇女用来作为刺绣的绣样，

每到街天，都会有很多白族妇女跟她买绣样，她自

己则到下关开了个机绣店，让这些家传三代的刺绣

图案走进现代社会和家庭。

李红桃家有两本家传的刺绣图谱，这些图谱

包括牡丹、佛手、石榴、菊、桃、梅、竹等花果及狮、

虎、龙、凤、金鱼、公鸡、松鼠、蝴蝶等动物和几何

图形。不同的图案寄寓了白族人民不同的祝福和

祈愿，如鱼儿闹莲，以鱼比男，以莲喻女，通过莲

和鱼含蓄表达了男女情爱；纹样中的石榴也是取

“ 石 榴 子 多 ”之 意 ；而 牡 丹 则 多 取“ 花 开 富 贵 ”之

意；梅花则寓意“喜上眉梢”，如此等等。这两本

传家宝不仅记载了白族刺绣的各种图案，也记录

着白族刺绣曾经的辉煌，成为白族刺绣发展史上

的重要物证。

大理白族的刺绣工艺源远流长。白族先民在与

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凭借世代传承的刺绣工艺

基础，融汇其他各个民族的刺绣工艺，运用自己独特

的文化审美和理解，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刺绣艺术，并

用它来装饰自己的服饰及生活。

在大理白族村寨，刺绣水平如何是衡量一位少

女才智聪颖与否的重要标志，所以白族少女自幼学

习挑花刺绣，工艺精湛。刺绣前或是直绘图样，或

是剪纸作底，再用各色彩线配绣。绣硬件绣品时，

可把绣品直接置于手上；绣软件大物时，则用花绷

作圈架。绣品通常自产自销，互赠有无。 白族刺绣

种类繁多、形式多样，针法运用独到，常见的刺绣针

法包括平绣、锁绣、打花、挑花、盘绣等，根据针法的

不同，绣制的位置也有所区别，其中平绣主要用于

绣制面积比较小的东西，如鞋面之类；而锁绣则比

较适合于绣制物象的轮廓；打花多用于表现动物的

眼睛和各种花朵的花蕊，效果活灵活现，生动逼真；

挑花多用于绣衣角和背面之处；盘绣则因针脚分明

暗两部分，绣出的纹饰轮廓突出、立体感较强，纹样

具有浮雕效果，广受人们喜爱。在大理，各类色彩

鲜艳、纹理分明的精美刺绣被广泛运用于服饰、头

饰、鞋帽、裹背、针线包、枕套、帐帘等日常生活用

品，它们上面的挑花刺绣栩栩如生，无不表现了白

族妇女的精湛技艺。

白族刺绣内容多取材自然，内涵主要包括生殖

崇拜、吉祥纳福、避邪禳灾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因

而神奇美丽的自然万物、瑰丽多彩的民俗风情都被

囊括在白族女子巧手所制的刺绣中。在白族刺绣的

图案中，运用最多、最为普及和常见的是各种花形纹

饰，白族是一个非常爱美的民族，自古以来大理就以

善于种植花卉而闻名，白族人民对花有着特殊的感

情，以致“爱花成癖养花成风”。因此白族人民不论

男女都喜欢用花形纹饰来装饰自己的衣物，这样的

一种喜好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都尽情挥洒

没丝毫差异，他们借物抒情，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

宋代大理国统治者就对茶花情有独钟，现今的部分白

族村落一直都有“家家融绣户户挑花”的传统。

白 族 刺 绣 讲 究 图 案 的 搭 配

和色彩的选择，鲜艳明快，图案

生动，色彩绚丽，艳而不俗，具有

较高的美感和欣赏价值，也是表

现一个民族生活情趣及手工艺

的重要手段，是民族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是白族精神素质的

外在表现。 2009 年 10 月，白族

刺绣技艺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

布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期，大理市举办首届“金

花绣娘”手工绣技艺大赛，来自

全市两区、各乡（镇）的 118 名刺

绣 爱 好 者 和 手 工 艺 人 参 加 比

赛。此次大赛的主题是“巾帼织

锦绣，巧手绘前程”，旨在发扬手

工 匠 人 精 神 ，挖 掘 民 间 刺 绣 人

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充

分发挥手工绣在脱贫攻坚中的

巨大潜力，引导广大白族妇女

实现创业和再就业。此次大

赛的举办标志着白族刺绣

从一种手工技艺上升为

一 项 产 业 ，由 政 府 引

导 ，将 散 落 民 间 的 艺

术 瑰 宝 发 展 成 为 大

理 旅 游 文 化 的 新 名

片，实现旅游产品升

级换代，帮助白族妇

女 增 收 致 富 。 白 族

刺绣根从传统，着眼

未来，未来的白族刺

绣一定会走得更远。

李红桃李红桃
白族刺绣非遗传承人白族刺绣非遗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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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刺绣白族刺绣：：流动的风景 永远的乡愁流动的风景 永远的乡愁

大理是个浪漫、有情怀的城
市，“风花雪月”是大理的代名
词。“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
洱海月”的美景让游人流连忘
返。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白族
姑娘服饰里也蕴含着“风花雪
月”，这款人文的“风花雪月”来
自精美的白族刺绣，白族没有
文字，白族刺绣就是白族的文
字，白族刺绣可以说是大理的
一道流动风景，也是世世代代
白族人民不老的乡愁。

挖色镇挖色镇
白 族 刺 绣 之 乡白 族 刺 绣 之 乡

白族刺绣白族刺绣
根从传统 着眼未来根从传统 着眼未来

○记者 彭黎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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