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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在镇远县，有一座具有 360 多年历史的集
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地方风俗为一体的侗族
大寨，也是镇远县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民族风情
点和黔东南州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村
寨。报京侗寨因国家级“非遗”“三月三”民俗
活动、“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而彰显“魅
力侗寨”之美。

报京，侗族古名“震地”，意即“地寨”，原
名抱金。据清乾隆《镇远府志)记载，“走茅
坪至清江一路。老虎头青荘精，塘头哨，防
兵三十名。高坡哨、金堡塘、苗度塘、抱金
塘、唐脚塘、岑松塘……至清江城。”可见，抱
金位于金堡塘（今镇远县金堡镇）至岑松塘
（今 剑 河 县 岑 松 镇）之 间 。 报 京 村 民 自 称
“更”或“金”。据《镇远县民族志》记载：“传
说明永乐年间，寨脚金塘洞出产过黄金，寨
上侗族首领将本地产黄金报送明朝廷，故得
名报金。”明清地方志书写为“抱京”，当地侗
族读为“布京”。1949 年改为报京。报京大
寨没有一户其他民族杂居，是纯粹的侗族人
口居住的寨子。报京侗族风情习俗独具特
色，传奇色彩神秘，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和
中外游客前往寻幽探秘。无论从建筑风格、
民风民俗、服饰、礼仪、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是
黔东南保持最完整的北侗族村寨，系北侗文
明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报京房
屋建筑风格为依山就势而建，基本是一楼一
底的全木吊脚楼结构。服饰特点鲜明，布匹
为全棉质手工织就，以青色和蓝色为主，分
便装和盛装为主，便装以镶花装饰为主，用
于日常生活；盛装则雕花绣朵、叠银镶金、尽
显华贵，用于重大喜庆节日。这里的男耕女
织，男同胞吃苦耐劳、朴实忠厚，喜吹芦笙，
女同胞心灵手巧，以刺绣、蜡染等为主传统
技艺产品远销国内外。

“ 黔 东 南 传 统 村 落 之 所 以 能 够 惊 艳 世
界，原因是它们都有着牢固而赖以生存的支
撑点。村落形态和空间形态、乡村生产方式
和乡村生活等这些百花齐放、多彩多姿、线

条分明的乡村图案，与交辉成趣、大放异彩
的写意素 描田园，依山而建、傍水而卧、星
罗棋布的村落，和谐相生的鼓楼、吊脚木楼，
沧 桑 百 年 的 禾 仓 和 风 雨 桥 ，各 美 其 美 的 山
水，美人之美的文化，美美与共的乡愁，相互
交融，相得益彰，为自然世界盘磨出了厚重
的文化风景。”品读杨玉平老师为《报京村
志》所作的代序里面的内容之后，想往报京
的意念和憧憬在内心深处沸腾，因为报京人
民幸福的生活和侗寨美丽的风景正是我想
要寻找的归宿。

又是一年笙歌时，笔者再次来到报京。
报京村辖周家寨、板兰、福马、后屯、高秀、石
灰窑、老寨、亚么、东街 9 个自然寨 10 个村民
小组，总人口 917 户 2787 人。这里的民歌，这
里的刺绣，这里的村落文化和风土人情，无
不彰显出古韵遗风，闪烁着侗族人民的勤劳
与智慧。来到报京大寨门口，一幅富美乡村
画卷尽收眼底：炊烟袅袅的乡村，蔚蓝高远
的天空，还有浓郁的村落，都给人一种都市
中久违的空灵。报京侗寨南北青山环抱，寨
内青石板拾级而上，吊脚楼鳞次栉比，禾仓、
古井、鱼塘、踩歌堂、报京楼、风雨桥布局错
落有致，把整个侗寨点缀得庄严和谐，浑然
一体。在报京大寨静谧的小屋里休憩，这片
绝尘净域，美丽得足以令人倾心。行走寨子
的青石板，侗家人用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浓郁
的民俗风情，表达对客人的敬重与热情。我
们的心灵守望也在生态美与人文美的美美
与共中领略了民族文化之美，也在侗族歌舞
的传承发展中触摸到了侗家人民幸福生活
的获得感和文化小康。

在报京大寨寨老邰湘权的摆谈中，笔者对
报京侗族“三月三”的历史渊源有了一个新的
认知。报京侗族“三月三”有讨葱节、播种节
和情人节之称，其历史悠久。据乾隆《镇远府
志》记载，此节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此节日
的传说与古代农耕播种有关，它保留了侗族古
代以桐树开花为春耕春种的古老记忆。据说
在很早以前，侗族的祖公巴西编歌一首传给子
孙：“种稻季节最讲究，桐子花开要下种，早种
晚种无收成”。于是，寨老决定以每年农历三
月三为播种的日子。同时规定：在三月三吹芦
笙、唱山歌，走亲会友，未婚男女邀伴玩山，大
家兴高采烈地欢乐几天后，就把芦笙收起来，
全力搞生产，直到秋后农闲时，再来吹芦笙、
唱山歌庆丰收。有歌为证:“报京大寨三月三，
活路要做花要攀，勤做活路生活好，攀花做完
再农闲。”报京侗族“三月三”还是一个爱情悲
剧的纪念日。报京侗族“三月三”讨葱节是从
农历三月初三开始到三月初五结束，共进行 3
天，尤以三月初三这天最为隆重。节日文化内
容丰富，踩鼓、吹芦笙、跳舞、对情歌、讨葱蒜、
捞鱼虾等活动，着实拉满报京 9000 多侗族人
民的幸福小康长卷。

提到婚俗的变化，由父母包办婚姻的报
京乡退休干部田如成深有感触。现在，他从
亲历、亲见、亲闻的婚俗文化视野来看，由于
文明乡风建设的持续推进，群众的思想得到
较大解放，素质得到很好提升，现在的侗族
青年婚恋观也悄然在改变，崇尚文明、抵制
陋习的良好风尚在报京乡蔚然成风。近年
来，报京村的婚俗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
的父母包办、跑婚等婚俗在报京村已经不存

在，自由恋爱的婚配成为时代主流。苗族、
汉族等文化的融入，使得报京婚俗呈现出既
有自身民族特色，又兼有现代婚姻文化的状
态。从那次民族文化调研考察之行后，我对
报京侗族传统文化守望与繁荣兴盛有了更
高的自信。对于早熟于耳的“葱蒜为媒，讨
葱定情”情歌对唱的探究，也因民族文化的
美丽而坚实了创作的脚步。于是，阳春三月
一大早，我和几位朋友相约到报京，亲身体
验和感受侗族“三月三”讨葱节(情人节)文化
氛围。初三上午八点，报京全寨的男女老少
身穿节日盛装，男青年捧着芦笙，女青年拿
着牛角，中年人握着铁炮、鞭炮，在寨门夹道
等候宾朋光临。在一种特殊礼节的拦路酒
中 ，宾 朋 们 在 热 闹 气 氛 中“ 酒 未 沾 唇 人 先
醉”。优美的迎宾芦笙歌曲调，在空旷的丛
林深处回响，此时一种游子荣归故里的激情
在心中燃烧，满脑子的乡愁记忆沉醉在“歌
的海洋”里，着实让人流连忘返。

报京侗族人民历来就有“饭养身、歌养
心，年长者教歌、年轻人唱歌、年幼者学歌、
善 歌 者 受 赞 扬 、歌 师 傅 受 尊 敬 ”的 良 好 风
尚。《报京村志》记载：侗歌作为报京侗族人
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并一
直流传至今的民间歌曲，有着独特的艺术价
值和文学价值。这里的人们常常以歌交友、
以歌会友、以歌抒情。报京侗歌比较押韵，
通常以句尾押韵居多，曲调抑扬顿挫，而且
曲调一致，只是歌词内容上有所改变，歌词
一般为七字或者三字。男女之间相互对唱，
你唱我还，互动性强。以前侗族人民由于没
有自己的文字，其传承方式基本上以口耳相

传 的 方 式 传 承 ，后 来 以 文 字 的 方 式 进 行 传
承，传承方式有所改变。“想当初，我俩砍柴
同 烧 瓦 ，口 含 凉 水 共 栽 花 。 我 俩 同 坐 花 树
下，芙蓉缠上牡丹花 ...... 月亮光，倒在床上把
妹想。三天不吃一颗米，四天不吃一颗糖。”
这样的叙情歌内容丰富，感情纯真，回忆当
初两人相好时的甜言蜜语，也有惜别的挽歌
柔情，男女对唱含情脉脉，非常动人。2006
年伴嫁歌被公布为镇远县第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11 年侗族山歌、敬酒歌被公
布为镇远县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
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报京侗族

“三月三”折射了人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渴望，彰显了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的成效，也体现了文化“出彩”和旅游

“出圈”的“双向奔赴”。侗族人民的文化涵
养、精神境界在“三月三”活动中得到提升。
近年来，镇远县报京乡合理规划、科学开发
传统村落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民俗文化
等文化旅游资源，打造侗族地区文旅品牌；
创造性地将报京侗族“三月三”非遗文化转
化为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乡村文化旅游
产品和服务，实现文化旅游和当地环境的良
性互动。2023 年，成功举办“三月三”民俗
文化节，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次，创造经济效
益 300 余万元。

百年侗寨，浴火重生。 虽然一改原来的
传统建筑结构，取而代之的是防火性强的现
代砖房，但是报京村村民的社会生活并未因
此而发生较大的改变。灾后重建的村寨基础
设施完善，环境治理有效，为乡村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报京风貌，从过去的简陋落后到
如今的美丽宜居；侗寨振兴，不仅仅是经济的
崛起，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沐浴侗寨美丽乡愁，踏着幸福的旋律，上
春山走登高，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诗与远方不
会遥远。

报京侗寨的幸福“蝶变”
○ 通讯员 杨 鹏

乡 愁 印 迹 村 史 村 事

近日，岑巩县水尾镇新场村食用菌种植基地迎来采摘期。走进食用菌
种植大棚，只见一个个菌棒整齐排列，上面长满了鲜嫩肥美的食用菌。工
人们正穿梭其中，熟练地进行着采摘工作。

“大家采摘的时候动作要轻，注意不要损伤菌棒和周围还未成熟的菌
菇。”新晟菌业负责人黄贵龙一边示范，一边耐心地向工人们叮嘱着采摘
要点。

据了解，这里种植了香菇、木耳、平菇、羊肚菌等多个品种的食用菌。
其中，香菇种植规模 30 万棒，羊肚菌 18 亩，外商承包毛木耳种植规模达到
了 40 万棒，总覆盖 80 个种植大棚，目前正值采收旺季，每天都能采摘新鲜
香菇 1100 公斤，毛木耳 500 公斤左右。这些毛木耳肉质肥厚、口感脆生，
品质上乘，主要以订单方式销往湖南、云南、浙江、福建等地。

在菌棒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不断，生产线上的工人们忙着上料、搅
拌、装袋、灭菌等工序。

“我们标准化生产车间目前有三条生产线，每天能生产 1.5 万棒菌棒。”
水尾镇新晟菌业生产厂长黄贵龙介绍说，“2024 年秋冬种至 2025 年计划种
植香菇 100 万棒，第一批 30 万棒菌棒已经全部进入大棚开展采收，第二批
10 万棒正处于接种阶段，50 万棒左右的香菇菌棒也在紧锣密鼓地生产
中。”

新场村交通便利、依山傍水、气候适宜、生态环境良好，为食用菌的生
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来，水尾镇以党建为引领，积极优化
产业布局，通过“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大力发展食用
菌产业，带动了周边村寨和水尾镇易地移民搬迁安置点群众在家门口实现
稳定增收。

“基地常年都需要工人，平均每天用工 65 人左右，繁忙时候每天要 150
人以上，年用工达 2 万余人次，共支付工资 160 万元左右。”基地负责人介
绍说，“在这里务工的村民，每天能有 80 元左右的收入，如果加班，工钱按
每小时 10 元计算。”

“我在村合作社工作 3 年了，通过制作菌棒、菌棒刺孔、菌棒接种、摆放
菌棒、菌菇采收等工作，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新场村村民黄
树香高兴地说。

为了保障食用菌产业的高效健康发展，新场村还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
县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进行面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同时，借
助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新场村共建设了 210 个食用菌大棚、3 座冷库、1 个
烘烤房、一座食用菌制棒和深加工厂房，逐步构建起了食用菌“产加销”一
体化经营模式，实现了菌菇集中采收、就地存储保鲜、错峰灵活销售、跨区
域配送。

目前，新场村已成为全县重要的菌菇生产基地，全村食用菌生产规模
占全县 60％左右，食用菌对外销售率达 92.5％左右。以食用菌产业为纽
带，新场村还带动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540 亩、发展水稻制种 1260 亩、
辣椒种植 300 亩，形成了“一主导多特色”的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

贵州岑巩水尾镇：

食用菌产业奏响乡村振兴“奋进曲”
○ 通讯员 杨云 罗慧 杨树 摄影报道

采摘菌菇 分拣菌菇 搬运菌菇 装车外运

航拍水尾镇新场村食用菌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