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梁雨 梁辉波）12 月 2 日，从江县岜沙苗寨迎来一年一
度的芦笙节，身着节日盛装的苗族同胞欢聚在寨子里，吹起悠扬悦耳的芦
笙，跳起欢快的苗族芦笙舞，欢度芦笙节。

当天，岜沙苗寨数千名男女老少苗族同胞在“太阳坡”举行了庄严而
神秘的面向东方、倒退行走的祭拜太阳传统仪式，随后浩浩荡荡的队伍前
往古老的芦笙堂举行芦笙吹奏比赛、跳芦笙舞、情景斗牛比赛等节日习俗
活动，吸引无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看拍摄。

岜沙苗寨距从江县城 7.5 公里，由老寨、宰戈新寨、王家寨、大榕坡新
寨和宰庄等 5 个自然寨组成，全村总人口 2864 人，是苗族聚居的村寨。

自古以来，岜沙苗寨世代沿袭着祖先古老的生活习俗。这里的人们
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保护树木森林是岜沙苗寨的村规铁律，每个人一生都
有属于自己的“三棵树”，即：生命树、消灾树、常青树。男子身穿土布青衣
大管筒裤，头蓄长发挽髻于定，常年枪不离肩刀不离腰。女子身穿百褶
裙，发髻挽于额头上方正中，擅长土布制作、蜡染和刺绣。

由于岜沙苗寨旅游开发的需要，成年男子持枪获公安部门特别批准，
加上这里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持完好，多彩独特，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并
存，岜沙苗寨因此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苗族文化的“活化石”
和“生态博物馆”、“科考游、修学游、体验游、休闲游的理想目的地”等等；
是享誉国内外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岜沙苗寨传统节日众多，有“映山红节”“秋千节”“吃新节”等，而芦笙
节是岜沙苗族一年中最隆重、最盛大、最热闹的节日，人们以吹奏芦笙的
方式欢庆当年五谷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芦笙节还是岜沙苗寨男女
青年交友结缘、沟通心灵、互诉衷情的浪漫节日。

从江县岜沙苗寨：

载歌载舞欢度芦笙节

栉风沐雨二十载，春华秋实满庭芳。近
日，岑巩经济开发区举行成立 20 周年新型工
业化专题文艺晚会。全县干部群众及企业家
代表欢聚一堂，共忆燃情岁月、共赏盛世华章、
共话丰硕成果，汇聚推进岑巩新型工业化的磅
礴力量。

晚会上，由岑巩经济开发区一线建设者、
企业服务者、企业家代表、企业员工等共同参
与的情景朗诵《同心与共 砥砺前行》，把整个
晚会推向了高潮。节目中，不同身份的讲述
人，通过声情并茂的故事讲述、音画合一的视
觉体验，分别从不同角度将岑巩经济开发区二
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娓娓道
来，感人肺腑、鼓舞人心。

整场晚会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以歌舞、演唱、朗诵、器乐演奏、成果展示等多
种艺术形式，展现了岑巩经济开发区成立 20
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弘扬了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岑巩精神”，
在全县上下营造了政企同向、干群同心、共促
发展、共写华章的浓厚氛围。

二十载砥砺奋进，二十载春华秋实。岑巩
经济开发区自 2003 年成立以来，岑巩县委、县
政府坚持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一代又一代经
济开发区的建设者们紧扣“经济发展增长极”

“工业发展主战场”发展定位，拼搏实干、攻坚
克难、奋勇争先，以“贵人服务”品牌为抓手，在
精准服务上下功夫，在纾难解困上出实招，全
力以赴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奋力推动传统
产业绿色化发展、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新兴
产业集约化发展，构建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格局，推进全县工业经济呈现出“稳步提升”的
良好态势。

历经 20 年的改革发展，如今，岑巩经济开
发区已形成了“一区六园”产业格局，优势轻工
产业集群、新能源材料产业集群、生态特色食

品加工产业集群、金属冶炼产业集群、新型建
材产业集群和现代化工产业集群“六大产业集
群”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共聚集优势轻工企
业 20 家、聚集新能源材料产业 6 家、聚集食品
类企业 11 家、聚集金属冶炼企业 12 家、聚集新
型建材产业 6 家、聚集现代化工企业 4 家。

进入“十四五”以来，全县规上工业产值完
成 86.73 亿元，实现创税 2.7 亿元，进出口总额
超 1.2 亿美元，累计带动就业 1 万余人，外贸出
口多年位列全州第一。如今，岑巩经济开发区
是全省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园区、全省开放型
经济示范经济开发区，岑巩经济开发区（打火
机）已成为黔东南州最大的省级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一幅群众勤劳、企业担当、党员示范、干
部作为、全民同心携手建设家园、创业兴业的
壮美画卷正在徐徐舒展。

本次专题文艺晚会同步全程开展网络直
播，线上和线下观众达 5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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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江县宣威镇平定村，系末代土司吴寿康的故居，
现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保存完好。在当地
乡村振兴中，土司故居被作为文化振兴的一个项目来宣
传打造。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
中，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势力一般不直接插手其内部事
务，而授其头人以土司职务，让其统领一方，实施“土人
治土”的“羁縻制度”，按照当地少数民族习俗代理朝廷
统治地方。从而实现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目的。

麻江县历史上的平定土司就是这样一方小土司。据当地资料显示，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六月，官府将县境内的瓮袍长官司改置平定。明
末崇祯元年（1628），黄平东坡苗吴忠，因随明军南征有功，被封任平定长
官司要职。自 1628 年起，由清廷颁发印信，授吴忠任平定长官司，至 1911
年辛亥革命，末代土司吴寿康止，持续 283 年，由吴氏世袭。最初辖地纵 60
里，横 30 里，清末共管 3 个排 53 寨。平定这个地方，一度成为清朝时期麻
江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汇集地。

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在当地还有遗存，末代土司的旧居还在。吸引
着很多游客前来平定村寻访末代土司故居。

平定村位于麻江县东南部、宣威镇的北部，是宣威镇通往县城的北大
门。该村距麻江县城 31 公里，距宣威镇镇政府所在地 4 公里，宣（威）隆
（昌）公路和蒲（席塘）贤（昌）公路穿村而过，交通十分便利。平定村共有
11 个自然寨，6 个村民小组，701 户，总人口 3153 人。全村土地面积 16 平方
公里，林地面积 11548 亩，耕地面积 1886 亩（其中田 983 亩，土 903 亩，人均
耕地面积 0.6 亩）。该村居住有汉、苗、仫佬、畲等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多
姓氏杂居的大型民族团结村寨。

末代土司故居坐落在平定大寨一侧不显眼处，在平定大寨前，沿着石
级穿过短巷就来到末代土司故居前。末代土司故居是一栋木质结构瓦
房，坐西朝东，比一般民房高大，房屋的木墙壁装得比一般人家还要精致，
尽管年久失修，但也能看出气势不凡。房屋下面的台阶、庭院，都用青石
铺就，一眼望去，很有年代感。

据当地人介绍，末代土司吴寿康故居原为木质结构四合院，总建筑面
积 389.5 平方米，前后正房各 5 间，左右厢房各 2 间，共 14 间。其院为正方
形，象征掌握大印，统管一方之意。既为官邸，亦为住宅。解放后分给 8 户
贫农居住，现存正房 3 间，其余已毁，实在可惜！可喜的是，残存的末代土
司故居引起文物部门重视，2020 年列为麻江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末代土司吴寿康的后人称，他们家还保存有一枚用汉、满文刻的铜
质“平定长官司”印，系清廷所赐，世代相传，现珍藏在他家里。

热心的土司后人，还带我们到寨子对面不远处的末代土司吴寿康墓
参观。此行我们不仅了解到当地土司文化，还了解到当地悠久的历史文
化，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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岜沙苗寨芦笙节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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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巩经济开发区举行成立二十周年新型工业化专题文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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