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姚 宁 校检：吴方超

E-mail:qdnrblvwhqdnrblvwh20172017@@126126.com.com

2022年8月15日 星期一

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青曼苗寨位于凯里市舟溪镇曼洞村，坐落在素有“盘龙
卧虎”之称的长岭岗山脉中段，俨然处在一个典型的“天然
屏障”之中。寨子依山而建，吊脚木楼，层层叠叠，梯形瓦
顶，重檐交错，有条不紊，蔚为壮观。情郎河流经乡境，注
入丹寨南皋河。距凯里市中心 25 公里，凯丹县道和凯羊高
速穿越其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88′31″，北纬 26°
45′21″，海拔最高 1274.5 米、最低 860 米。全寨辖 4 个自
然寨 5 个村民小组，有 402 户 1678 人，主要居住苗族和仫佬
族，其中苗族人口占 96%。这里自然风光优美，历史文化悠
久，民族风情浓郁，是苗族文化与农耕文明有机融合的典
型天然博物馆。

青曼苗寨建寨于明永乐年间，至今已有 600 多年，曾为
青曼乡所在地，后并入舟溪镇，有龙、罗、潘 3 个姓氏。青曼
苗族祖先迁徙到这里后，世世代代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
过程中，创造了自己古朴典雅、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里
的苗族属于中裙苗，妇女着中裙、盘发髻，最为奇特的是呈
倒“S”形的妇女头式，与唐朝妇女的发式十分相似。作为舟
溪式苗族服饰区的代表，青曼独特的风情为中外游客叹为
观止。由著名摄影师王绍帅于 2006 年在青曼拍摄的作品

《苗族少女》，经时代图片库推荐，获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荣誉展示。

青曼苗寨古迹胜景众多，有古营盘遗址、采蕨堂、红旗
坪、倒天泉、射雕峰、祈雨洞等，每一处古迹都承载着青曼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讲述着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变
化。房屋建筑主要有“吞口式”平房和吊脚楼房两种，以“吞
口式”平房居多，特别是吊脚楼和“美人靠”，充满了苗族艺
术意象，给人们艰辛的生活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空间和永恒
的生命激情。

青曼妇女心灵手巧，信手而画，随心而绣，各种图案栩栩
如生，每一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纺
织、刺绣、染布等精湛的民族手工艺，尤其是织锦（又称织
花），色彩艳丽，有“通经回纬”之美称（《黔书》），“苗族织锦
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苗族刺绣
精美绝伦，为青曼赢得“苗族刺绣之乡”的美誉。日本友人
韭塚先生到青曼旅游时，被这里的民族工艺所倾倒，于 2004
年捐资修建曼洞苗族刺绣陈列馆。青曼织锦技艺代表有潘
英、潘燕莲等，刺绣技艺代表有王光英、汪朝翠等，芦笙制作
代表有罗志泽，银饰工艺代表有龙福思、龙荣文等。

青曼节日丰富多彩，有春节、祭桥节、清明节、姊妹节、
端午节、爬坡节、祭尤节等，节庆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姿。
最为隆重的是春节，这里的苗家人春节三十晚提前一天过，
元宵节也提前一天，错开的时间方便远近亲朋好友来做
客。春季芦笙节在农历正月十二至十五举行，举办有吹跳
芦笙、跳铜鼓、苗歌对唱、篮球赛、斗牛、斗鸡、斗鸟等活动项
目。最为浪漫的是七月爬坡节，在这几天，十里八乡的男女
老少相约爬上长岭岗的中段红树岭，开展苗歌对唱、掰手
腕、游方等活动，晚上还举办“乞姑娘”习俗。最为独特的是
祭尤节，在农历十月的第二个子日举行，是青曼苗族祭祀苗
族先祖蚩尤的节日，具有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
研究价值。每个节日都是歌舞的盛宴、文化的盛宴，使村民
们徜徉在欢乐的节日里，释放心灵，放飞梦想，也让八方宾
客感受到青曼人的盛情，尽享青曼苗寨多彩的民族文化。

青曼苗寨人天生热爱歌舞，芦笙舞粗犷豪放，铜鼓舞悠
婉绵长，板凳舞奔放热烈。民间乐器有芦笙、铜鼓、唢呐、夜
箫、木叶等，深受群众喜爱。青曼很早就组织有表演和宣传队伍，在原凯里县青
曼公社曼洞大队时期，青曼农民业余文艺宣传队就活跃在村头寨尾，为群众宣
传演出苗族歌舞、小演唱等节目，深受群众欢迎，1982 年 8 月 21 日的《中国青年
报》也专门作了报道。口头文学有古歌“贾”及酒歌、丧歌、情歌、传说、故事等，
其中古歌“贾”和苗族创世神话最为有名，口头文学的杰出代表有罗化西、龙荣
茂、莫红芬等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龙荣仁、潘永良、龙荣祥、龙芳等村民，作
为苗家第一代电影配音演员，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玉碎宫倾》《火烧圆明园》
等一部部优秀的苗语影片走进苗族村寨，其事迹获当时的《新观察》《云南民兵》
等刊物报道。

青曼人杰地灵，哺育出一批批优秀儿女，在不同舞台去展现自己多彩的人
生。其中就有被誉为“苗家一支笔”的著名苗族作家伍略。伍略原名龙明伍，
1934 年 7 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民族文学》编委，

《南风》杂志主编，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的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麻栗
沟》《虎年失踪》《绿色的箭囊》；多幕话剧《枪与镯》；叙事长诗《阿蓉和略刚》；短
篇小说《啊，枫叶》《南门涨水》；散文《北戴河》《莫斯科之夜》等。他与韦文扬合
作编著的八集神话电视连续剧《仰阿瑟》出版后，在文学界和苗族圈中引起了较
大反响。中篇小说《绿色的箭囊》《麻栗沟》分获全国第一、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奖，《苗族古歌》（合作）获全国民间文学作品一等奖，《枪与镯》获全国少数民
族题材创作奖，《石雕的故事》《老人》《雾》《虎年失踪》分获全国和贵州省创作
奖，小说集《卡领传奇》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由他根据流传于凯
里市青曼一带的苗族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长篇叙事诗《蔓朵多蔓多》，于 1961 年
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为舞剧电影《蔓萝花》，该电影曾在捷克国际电影节上获
优秀奖，又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成为贵州舞蹈史上和电影史
上的里程碑。伍略的作品，文笔犀利，故事性强，想象丰富而奇丽，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深受读者热捧，为贵州文学和苗族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
富。有“苗乡歌仙”之称的龙荣茂是苗歌领域的传奇式人物，天生具有现编现
唱、机智灵活、风趣幽默的本领。龙荣茂在苗乡的对歌活动中，现场表演的“脱
口秀”，尤为当地群众喜见乐闻，成为舟溪一带十里八乡的明星人物。此外，抗
清英雄龙告宁、龙告内，扫匪护乡的龙雄端，为家乡修建学校、振兴教育的龙明
珊，苗族贾理的传承人龙喜傅，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讲好贵州故事的龙凤英，担任
黔南州都匀县首任县长的龙德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章获得者龙朝元，辛
苦为家乡修家谱的龙明伦，为家乡建立网站的龙福进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在
不同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为家乡赢得荣光。

青曼人热爱运动，注重强身健体。民国初期，一位名叫项伯衡的武师从湖南
流落到青曼苗寨，得到时任堡长的龙以往及其兄弟龙祥往、龙别往、龙耶往的盛
情款待，之后项伯衡便传授一套拳术和棍术给龙家四兄弟作为答谢，龙家四兄
弟经勤学苦练、改进完善，将这套武艺作为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技艺代代传承
下来，到龙荣锦这辈已经是第 3 代。篮球运动也是青曼人喜爱的运动。解放初
期，篮球运动流传到苗乡，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的助推，青曼人逐渐形成了
既爱打篮球，也爱看篮球赛的传统，还涌现出许多篮球人才。多年来，青曼苗寨
篮球队收获的奖章奖旗不计其数，已成为青曼村的一种重要荣誉。

青曼人偏食酸辣，主要菜肴有酸汤鱼、灰菜、血豆腐、腊肉、血灌肠。其中，
灰菜最具特色。据说战乱期间，统治者下令封锁苗区，不准火药和食盐进入苗
疆，青曼先民为求生存迁入深山之中，发明了以草木灰代替食盐的方法，将糯
米、黄豆、蕨菜和魔芋，用过滤好的灰水熬制，加上葱花、辣椒面等调料制成菜
肴，制成的灰菜爽滑适口、开胃，慢慢发展成为一道美食。青曼山高水好，烤出
的米酒香甜醇厚，至今当地人酿造的米酒，在舟溪一带仍享有盛名。

1984 年，青曼苗寨被贵州省政府命名为第一批乡村旅游村寨，青曼苗寨接
待了来自国内外不可计数的游客，特别是对欧美和日本的游客尤其具有吸引
力，最高年接待游客量超过 1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占全村总收入达 60%，户均
年旅游收入超过五千元。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前比利时劳动党代表团团长博
杜安·戴克尔、新西兰驻华大使华德、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影视明星李雪健、歌
唱家关牧村等众多人士都到过青曼考察调研。2018 年，青曼苗寨被评为“贵州
乙级乡村旅游村寨”。2019 年，青曼苗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三批“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2021 年，青曼苗寨景区被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同年，青
曼苗寨被列为州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为青曼实现快速发
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如今的青曼苗寨被作为农耕文化的研学基地、健康文化
的体验中心、苗族文化的创意平台来进行规划设计，正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奋
力书写锦绣新篇章。

青曼苗寨不仅拥有千百年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拥有民族村寨文化旅游
走在全省前列的发展史，更拥有值得期待的辉煌明天。相信这张靓丽的旅游名
片一经擦亮，必将给全市、全州乃至全省旅游发展带来别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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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外出出差，与朋友摆谈舌尖上的美食
时，我们谈论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天柱县的传统特
色美食——血浆鸭。

血浆鸭是天柱县的一道传统特色美食，主料是
骡鸭（本地人又叫其土鸭）。在炒菜这方面，笔者算
是十足的外行，血浆鸭对笔者来说更是有难度的

“大菜”。笔者还记得年少时，家人和邻居炒制血浆
鸭时的情景，他们先将鸭肉切成块状，并将其油炸
至金黄色，然后放入大蒜、姜、辣椒、食盐等翻炒，在
快起锅时倒入鸭血，再不断翻炒使鸭血均匀裹在鲜
嫩的鸭肉上，翻炒、收汁、起锅，一气呵成。

天柱血浆鸭只要摆上桌面，就会立即吸引众
食客的眼球，那浓浓的血浆包裹着每一块鸭肉，鲜
红的辣椒混合着鸭肉的鲜香，刺激了人们的食欲，
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回味无穷……

据笔者调查，天柱的血浆鸭以前是用麻鸭制
作的，直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提升血浆鸭
的口感，天柱人才用洋鸭和麻鸭杂交出的骡鸭制
作血浆鸭。

天柱县的血浆鸭起源于明代万历十九年（公
元 1591 年），相传这一年，江苏赣榆县沙河镇才子
朱梓考上湖广天柱千户所吏目，他抵达天柱的时
候，天柱千户所衙役为了迎接他，特意从当地一农
户手中买了两只麻鸭并宰好，鸭肉在锅里翻炒的

时候，有两个男孩嬉戏打闹进来，其中一个不小心
撞到厨子，碰翻了锅边的鸭血，流入锅里。当时天
柱千户所很穷，两只鸭子是大家凑钱买的，要再买
鸭子或重新制作既没钱又没时间，只好将错就错，
将鸭子就着鸭血炒，不一会儿，鸭肉和鸭血就融合
成了一体，并且染成了浆红色。就在大家都以为
搞砸了的时候，端上桌的鸭子却让整个饭厅里香
味扑鼻，于是众人围着桌子依序而坐，拿起碗筷就
餐。朱梓入座后尝了一块鸭肉，顿时觉得肉酥味
香，脆滑鲜辣可口，又连吃两块，拍案叫绝，他问厨
师：“这鸭是用什么炒的，这么好吃，这是什么菜？”

厨师对曰：“这菜主料是鸭肉和鸭血，还未曾取
名。”朱梓说：“那就叫血浆鸭吧！”从此，这道菜就
根据朱梓的提议取名为“天柱血浆鸭”。明万历二
十五年（公元 1597 年），天柱建县，朱梓擢升为知
县，于是他将血浆鸭这道菜定为县衙款待宾客的
一大佳肴。天柱的血浆鸭迄今已有四百三十多年
的历史。

现今天柱的血浆鸭主要是用骡鸭制作的，骡
鸭属于贵州省优质地方畜禽特产，肌肉丰满，蛋白
质高，胆固醇低，氨基酸含量丰富，肉质细嫩，食时
无油腻之感。据《天柱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九
年（公元 1903 年）天柱已有洋鸭（即番鸭），在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天柱渡马农民金香莲利用公
洋鸭与麻鸭进行杂交获得成功，由于当时全国用
洋鸭与麻鸭杂交成骡鸭是天柱县首创，因此，天柱
人自豪地把这新型的杂交鸭称之为土鸭，并且很
快在全县推广开来。接着，天柱的血浆鸭也由过
去的使用麻鸭制作发展到用骡鸭来制作。

天柱特色美食——血浆鸭
○ 通讯员 刘慧桥

岑巩县位于贵州东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东北部。国土面积 1486.5 平方公里，辖 9 镇 2 乡 1 个
街道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境内居住着汉族、侗族、
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等 31 个民族。2021 年末总人
口 24 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 34.94%，是“国家级水稻
制种大县”“思州石砚文化艺术之乡”。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金灿灿的“种
子”在这里孕育，使这里成为民族团结、和谐发展
的典范。

以党的领导为纲
根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种子”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近年来，岑巩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总目标，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入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为双
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创建工作方
案》，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
门牵头协调、民宗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
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
局。先后在县委党校、中小学校、易地搬迁社区建
成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培训基
地、法制教育基地，开展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政策法
规等培训 11 万余人次。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专栏、专题宣传片等载体，积极开展创建工作各类
宣传活动 2100 余场，累计刊播各类新闻 9300 余条，
其中国家级媒体刊播 700 余条，《厚植爱国情怀 红
心代代相传》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刊播。积极选树培
育一批民族团结示范样板、先进典型，涌现出肖庆
梅等 19 名国家、省、州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模
范个人；民政局等 175 家国家、省、州级民族团结进
步示先进单位和模范集体，增强了各族群众对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思想种子”深入人心，开花结果。
以文化认同为魂

播撒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种子”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岑巩县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打造“思州大讲堂”
理论宣讲、“思砚杯”文化培育、“岑人之美”文明实
践、“书香思州”全民阅读、“思州大舞台·欢乐进万
家”文化惠民等“五大品牌”为抓手，开展有特色、接
地气、入人心的宣传教育活动 120 场次；连续举办五
届“思砚杯”青少年千人书画大赛，常态化将民族文
化、书法楹联艺术引入中小学校课堂；出台《岑巩县

“精神文明创建月”活动实施方案》，开展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 230 场次，常态化开展“最美孝老爱亲家
庭”“最美好媳妇”“最美好公婆”等七个类别先进
典型评选活动，推出郑培坤、吴明斌等全国、全省、
全州先进典型 460 个；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 129 个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成功举办首届“思州战鼓文
化活动周”系列活动。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新业
态，积极打造玉门洞土家族民俗特色景区，成功申
报国家级、省级、州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24 项、
传承人 11 人，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4 个、传统村
落 2 个、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习所 4 个，促进各
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构建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以产业发展为要
培育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致富种子”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从良种方面挖掘潜
力，让种子这颗坚强的“中国芯”成为农业现代化的
坚实基础。岑巩县立足实际，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院士的亲笔题字“贵州岑巩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
地”作为稳粮仓、育良种的强大动力，依托四十六年
杂交水稻制种历史和群众基础，大力发展制种产业，
全县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 3 万亩（1 亩=0.0667 公顷）
以上，年产量 800 万公斤以上，年产值达 1.4 亿元，年
均带动就业 30 余万人次，68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脱
贫路上没有一个民族掉队。2022 年，岑巩县被国家
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获得“十
四五”期间每年 5000 万元共计 2.5 亿元的制种大县
奖励政策支持，与全国十强制种企业广西兆和种业
共同出资 1 亿元成立兆丰种业公司落地岑巩，实现
制种研发、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发展。
以水稻制种产业为主导，带动油茶、生态畜牧渔业
等特色产业发展，培育了省级龙头企业 3 家、州级龙

头企业 3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393 家、国家级示范
社 1 个。通过技能培训，引进高校紧缺型人才 6 名，
培育农民技术员 300 余人、“土专家”85 人。其中，
杨代军、杜方明等近 20 名“土专家”先后走出国门到
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尼日利亚等国家指导制种，
带领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共同致富，以产业
振兴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保障民生为本
结出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的“幸福种子”

民族复兴，民生为本。岑巩县紧紧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
各项民生保障工作。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5 年的
37.72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62.78 亿元，年均增长
6.5%。以 13 个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
点建设为重点，统筹各类资金 3.197 亿元实施衔接
乡村振兴项目 155 个，创建国家级林下经济示范基
地 1 个，持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持
续深化电子科技大学定点帮扶工作，与浙江省建德
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依托三水东西部协作资源共
建农业产业园 1 个。实现劳动力年均就业 11.39 万
人、就业率 90.27%，基本养老、就业、医疗、工伤等保
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多层次综合社会保障体系不断
完善。区域性教育高地、医疗卫生服务高地逐步夯
实，学前教育毛入园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均达
90%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100%，乡镇卫生
院、中医馆、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乡镇卫生
院远程医疗实现全覆盖，县医院胸痛中心成功创建
为全省首个“国家基层胸痛中心示范基地”。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治理和乡村环境整治，
30 户以上自然村寨生活垃圾治理覆盖率达 100%。
供水保障实现全覆盖。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2763 公里，建制村通畅率达 100%，成功创建“四好
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各民族群众共建共享发展成
果，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始终与祖国共奋进、与民族
共命运、与时代共发展。

扬帆正当时，起航砥砺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下，岑巩各族儿女将继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手挽手、肩并肩，共建美好家园，共创幸福未来，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岑巩大地绚丽绽放。

贵州岑巩：育好富民强县“金种子”结出民族团结“石榴籽”
○ 通讯员 陈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