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丹寨县卡拉村沿着环形村道一路前行，有一座“村中村”，

丛林环绕，空气清新，风景宜人。“叮叮叮，当当当。”清脆的声音从

远处传来，银匠村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要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是对我们传承人的鼓舞，也是

我们的使命……”在银匠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饰锻造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国春正在与非遗传承人、手工匠人、学徒们共

同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感受、谈变化、谈

未来，不时传出阵阵掌声。

走进银匠村的作品展示馆，一幅长 20 米的巨幅蜡画格外醒

目，蓝底白画，至简之色，它以素雅的色调和丰富的内容，简明直

观地呈现了近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的重大事件、取得的

辉煌成就；画面大气传神，令人震撼。这幅画由银匠村的 20 多名

画娘参与创作完成，她们年龄跨度从 20 岁到 80 岁不等，她们的

“家”和“梦”都在银匠村。

“我们用传统的蜡染技艺，记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伟

大成就和生活变化，更多是对党的感恩，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日

子才那么幸福。”蜡染技艺传承人张义苹介绍，图画是画娘们加班

加点用蜡刀一笔笔勾画完成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更多的

人了解苗族蜡染技艺，了解这些年我们生活变化的点点滴滴。

身边的变化不仅于此。现如今，走进银匠村，银饰遍地开花，

镯、链、锁、银角、银冠、银花、银簪、银梳、项圈等等可谓是琳琅满

目，银帽、银画、器具等让人叹为观止。

王国春是银匠村的“掌门人”，出生于银匠世家的他，也是地

道的苗家人，从小随父学艺，通过家传掌握了过硬的银饰锻造技

艺。15 岁那年，他辍学选择了外出打工，逐梦沿海，吃过不少苦。

正是吃过了生活的苦，才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年轻好学

的他凭借炉火纯青的银饰锻造技艺，很快掌握了现代银饰制作

技巧，并开始深入接触现代饰品加工的设计、管理及运营手段。

经过潜心研究银饰加工工艺，他独创出“银粉拉丝焊接方法”，发

明了银饰制作工艺专利 8 项，并从传统银饰的制作方法中汲取

营养，巧妙地将传统图案与时尚流行的图案结合在一起，获得了

自己的设计专利 50 项，打造出自己的银饰品牌，王国春也有了

一个“小目标”。

“从 2010 年开始，我就梦想打造一个‘银匠村’，让乡亲们都有

稳定的收入。”王国春告诉记者，通过银匠村的打造，形成产业集

群，以“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成立合作社，

老百姓靠手艺，足不出户就可以挣钱。

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蓄力，2021 年，王国春在卡拉村的“国春非

遗银匠村”终于对外开放了。这个占地面积近 50 亩的村子，设立

了苗族银饰制作体验中心、银饰品锻造系列作坊、苗族银饰锻造

技艺传承培训基地、工艺精品展览馆、高职院校实训基地、非遗传

承培训学校等。这里年产手工锻制银饰银器达 50 万件，是丹寨锻

制银饰“产学研”基地，目前，已累计辐射带动农户、贫困户 1108 人

就业，人均年增收 3 万余元。

“在党的领导下，现在我们老百姓是最幸福的，技术有了，工

作稳了，生活好了，钱包也鼓了，我们要继续跟党走，今后的日子

会更好的哩！”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村民王立银说。值得一提的

是，银匠村汇集了丹寨县 8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方便游

客实现“一站式”体验游玩。短视频与非遗的结合，很快让银匠村

成为游客争相游览打卡的目的地。银饰的匠心为丹寨这块灵秀

古朴的土地增添了神奇魅力，慕名而来的游客，感受银饰独特文

化还可亲身体验银饰制作工艺，开业一年多时间里，已累计接待

游客 100 多万人次。

“银匠村真的太美了，很古朴，文化气息浓厚，处处都透着灵

气，这里的银饰、刺绣、蜡染、鸟笼太精美了，有穿戴的，有装饰

品，我挑选了好几件送给自己、家人还有朋友。”贵阳游客欧女士

感叹道。

非遗文化因传承而永恒。通过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王国春

建立技能人才工作新机制，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并投资建设

实训实习基地“国春非遗银匠村”，设立苗族银饰制作体验中

心、银饰品锻造系列作坊、苗族银饰锻造技艺传承培训基地、工

艺精品展览馆、高职院校实训基地、非遗传承培训学校等。如

今“国春银饰班”已招收学生 223 人，累计实训学生 144 人，传承

带徒 335 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让

我们备受鼓舞，十五六岁，是学习非遗技艺最好的年纪，他们既是

继承者也是发扬者，今后更是受益者。”王国春说。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万达职院国春银饰班设在银匠村

内，走进课堂，传来阵阵敲击声，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图片

描绘、煅烧、拉丝、抛光等工艺。在他们的座位上，各自都写上了

对未来的期许与愿望。

“课堂上，可以学习雕刻、编丝等工艺，还可以设计自己的产

品，提升自己的能力，毕业以后还能在公司这边就业，把丹寨的非

遗传承下去。”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万达职院学生王德燕说。

国春非遗银匠村，不仅是学生们学习的地方，同样也是销售

银饰和旅游商品的地方。银匠村距离丹寨万达小镇不远，许多

到丹寨县旅游的游客也会顺道来银匠村感受银饰魅力、购买银

饰商品。

如今，王国春“银匠村”的梦想已经实现，自 2020 年 10 月试运

营以来，已直接带动就业 113 人，更通过校企合作实训学生 144

人，传承带徒 335 人，辐射带动农户就业上千人。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王国春的“银匠村”内，许多少年正走在

实现他们梦想的道路上……

目前，银匠村二期工程已破土动工，到时从银的提炼到最后

成品将全程展现。为了丰富旅游业态，二期还将加入更多体验功

能区。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深度

融合。同时，围绕银匠村打造品牌，让‘银匠村模式’复制到全国

各大景区，并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非遗文化学习中，

为‘非遗’的传承增添无限可能，让非遗传统文化焕发出时代风

采。”王国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敲响乡村振兴曲 绘就共富新画卷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雪村 通讯员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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