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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8 日，青山环抱下的肇兴侗寨春意
盎然。

地处黔东南州黎平县的肇兴侗寨，被誉为
“侗乡第一寨”，是中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建
寨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年间，千百年来，侗家人世
代安居于此，耕读传家，生生不息。

坐落在侗寨的侗族文化展示中心，始建于
2012 年 2 月，2014 年 10 月正式对外开放。这里
集中展示了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
民族文化文物收藏、侗族文化保护传承研究成
果等。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黔东南州黎
平县肇兴侗寨考察，在侗族文化展示中心，他详
细了解侗族历史、风俗和服饰、建筑等特色文化
保护传承情况。

鼓楼凌云不用钉
“一进大门，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大门右边的

侗族服饰区停了下来，摸了一下面料，说服装都
很漂亮，问我们这是植物染的吗。”黎平县肇兴镇
党委书记杨秀智说，“我向总书记汇报，这些服饰
都是用植物染的，衣服上的刺绣都是手工的。”

黎平侗族服饰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精湛
的手工艺而闻名。服饰上的图案和装饰记录了
侗族的历史、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们通过服饰
上的刺绣和织锦记录对生活的信仰和美好愿
望，代代传承，成为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成为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

侗族人民以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加工成
侗绣、侗锦、侗服，工艺精细，样式精美，绚丽多
姿，尚重服饰、定八服饰、银潮服饰、六洞服饰、
洪州平架服饰等款式各具特色。

“在展示中心‘建筑大厅’的地坪风雨桥模
型前，听完我关于侗族的木构建筑的汇报后，总
书记走到模型前，用手摸了摸模型的瓦片，问我
这是不是小青瓦。”杨秀智说，“我跟总书记汇报
说，地坪风雨桥的原物，它上面盖的正是小青
瓦。总书记赞叹侗族的木构建筑工艺精湛、结
构精美，凝聚了大量侗族同胞的力量和智慧。”

千百年来，侗族群众依山傍水而居，形成了
以鼓楼、花桥等为标志的建筑文化。侗族建筑
工艺精湛、外形优美，侗寨的鼓楼、花桥、戏楼、
吊脚楼等建筑风貌独具一格，其中地坪风雨桥、
肇兴鼓楼群、述洞独柱鼓楼、高近戏台、高寅倒
金字塔吊脚楼、登岑禾仓等非常具有代表性。

鼓楼凌云不用钉，飞檐揽月接星辰。笙歌
夜夜楼中起，散作人间风雨声。

“总书记边看边听汇报，看得很仔细。”杨秀
智说，在展示中心，总书记详细了解侗族婚俗、
侗族大歌、侗族款约等内容，他一一向总书记作
了汇报。

在一张婚礼风俗的照片前，总书记停下了
脚步。杨秀智向总书记介绍了肇兴侗寨及周边
村寨保存着淳朴节俭的婚俗。在这里，青年男
女结婚没有彩礼，男方只需担一些糯米、猪肉、
米酒到女方家，给其家人和朋友吃一餐。

“总书记说这很好，要保持下去。”杨秀智
说，听了总书记的夸赞，备受鼓舞。

一曲天开万籁空
“‘清泉漱石和松风，一曲天开万籁空。古

调不知传几世，犹随星月落云中。’在‘侗族大
歌’的展厅，这首诗引起了总书记的关注。”杨秀
智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2017 年的侗年开幕式

上，台上台下共计 10288 名观众和侗族大歌演
员，组成史上最大的侗族大歌合唱团，齐声唱响

《丢歌不唱真可惜》，阵容庞大，场面壮观，被写
入《吉尼斯纪录大全》。

“总书记对侗族大歌万人大合唱点赞。总
书记夸奖这很了不起。”杨秀智高兴地说，总书
记充分肯定了肇兴侗寨对传统侗族文化的保护
传承，“提到侗族大歌，说保护传承得很好，唱得
也很好，很专业。”

保护传承，黎平县从未停止脚步。
肇兴镇是黎平县非遗项目最多的乡镇，有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大
歌；有祭萨、侗戏、侗族琵琶歌、月也、侗族木构
建筑营造技艺、侗族款约、侗族服饰等7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六洞侗族芦
笙会、侗族河边腔、踩堂歌、拦路歌、牛腿琴歌等
1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侗年、
侗族油茶等5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有谷雨节、六月六、吃新节、十月芦笙节等多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侗
族大歌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多声部、
无伴奏的自然和声形式闻名。

为做好侗族大歌的传承保护工作，黎平县
通过地方性法规《黎平县侗族大歌保护办法》，
为侗族大歌的传承、保护、发展提供了法律依
据。并通过积极组织推荐侗族大歌民间歌队到
国内各大中城市开展文化交流、全面开展侗族
大歌进校园工作、强化传承人队伍管理、在侗族
大歌流行村寨挂牌成立保护基地等形式对侗族
大歌进行保护。

侗戏保护工作扎实推进。2008 年以来，黎

平县利用国家扶持的 100 余万元资金，补助纪
堂、堂安、岑所村等新建设了侗戏楼，对肇兴仁
团、义团、礼团三个戏楼进行了维修。加强传承
人管理，成立侗戏传承人协会，鼓励侗戏传承人
的传习活动，让他们带徒传戏。扶持肇兴中学
等开展侗戏进校园工作，聘请传承人担任侗戏
师，开设了侗戏业余班，传授侗戏知识，培养侗
戏演员和传承人。

努力做好侗族琵琶歌的保护工作。开展民
族文化进校园，在侗族琵琶歌曲目搜集方面加
大力度，目前以摄像、录音等记录方式记录了本
区域内10余名传承人（歌手）演唱的曲目100余
首。组织举办“侗族琵琶歌堂安邀请赛”活动，
促进队伍间交流，提高演唱技艺。近年来，传承
人队伍得到壮大，侗族琵琶歌歌俗正逐步得到
复苏。

春意盎然迎客来
侗族文化展示中心以侗族文化为核心，通

过实物展示、互动体验、数字化技术等多种形
式，全面呈现了侗族的历史、建筑、音乐、服饰、
节庆等多方面的文化内容，为游客提供了一个
深入了解侗族文化的窗口。

“在展示中心参观时，总书记还跟游客亲切
交流，分别问游客朋友们来自哪里。游客朋友
们纷纷回应，总书记说‘欢迎你们来到肇兴侗
寨’。总书记发出的邀请让我感到很骄傲，也很
自豪。”杨秀智说。

这些年，肇兴的创新一直不断。
打造景区专场演出。为丰富肇兴景区文化

业态，从 2013 年开始，打造“醉美肇兴”专场演
出。随后又对专场演出节目进行改版提升，现

已提升为一台小型实景演出节目。
激活民间节庆和民俗活动。黎平利用节庆

和民俗活动期间举办了“侗戏调演”“侗族大歌比
赛”“侗族琵琶歌邀请赛”“村歌”、侗年等活动，丰
富了节日气氛，促进了传承保护工作的开展。

这些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各级各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得到较好的保存，逐步达
到增强人民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对本土
文化保护的自信心，壮大了文化传承人队伍，形
成民间文化自我良性循环发展的目的，文化遗
产已成为凝聚民心、建立和谐社会的纽带。

与此同时，黎平县加大对肇兴侗寨的对外
宣传力度，除举办芦笙大赛、抬官人、祭萨等各
种民俗文化展示活动外，还积极争取各种大型
活动落户肇兴，提升肇兴侗寨影响力。2016年，
第二届“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落户肇兴；
2018年，央视春晚黔东南分会场落户肇兴，对肇
兴侗寨提升对外影响力产生巨大的推力。

“总书记对我们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寄予了
很大的期望，希望我们保护传承和合理开发好
民族文化，在传承好的基础上，把乡村民族文化
风情游做得越来越好，带领侗寨的老百姓走上
生活富裕的道路。”杨秀智说，“总书记参观完侗
族文化展示中心后，对侗族历史、风俗和服饰、
建筑等特色文化的保护传承给予了很多肯定，
也为我们今后的保护发展指明了方向。”

杨秀智表示，接下来，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加大对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力度，加强对
非遗的保护性开发利用，优化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肇兴侗寨，带动更多村
民增收致富。

让 民 族 特 色 不 断 焕 发 新 的 光 彩
—— 习近平总书记在肇兴侗寨侗族文化展示中心考察回访记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丹 余光燕

悠扬的侗族大歌萦绕耳畔，绚烂的金黄油
菜花映入眼帘……三月，春意盎然，黔东南州黎
平县肇兴侗寨，开门迎贵客。

3 月 17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座国
内最大的侗寨考察。这个有着“侗乡第一寨”美
誉的古老村落，用最隆重的待客之礼，欢迎总书
记的到来。

3 月 18 日，记者回访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的干部群众，大家表示，要依托肇兴
侗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民族风情、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优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继续发扬
朴实、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努力创造旅游发
展红利，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自己富，也要带动村民富
白鹭湖畔绿树成荫，临溪人家自在田园，栏

杆式吊脚楼鳞次栉比，五座名为“仁义礼智信”
的鼓楼分布有致。

“快来这里拍屋檐！”“这座花桥太美了！”肇
兴侗寨里，踏歌而行、漫步其间的游客们，与仍
保持原生态生活方式的侗族同胞，在同一个空
间共享悠然时光。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让大家沸腾了。
“当唱响欢歌喜迎总书记时，那动人喜悦的

画面，让我们深感骄傲与自豪。”陆艳玉是肇兴
村《布谷催春》表演队的队长，总书记的到访，让
她久久难忘。

白天忙农活、做手工，各忙各家事；夜晚，陆
艳玉与队员们就聚集在鼓楼下，齐唱侗族大歌。

侗族大歌，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没有伴奏，却有天地的和声，没有指
挥，却有心灵的默契，以多声部的交织，诉说着
古老而生动的民族故事。

“目前我们队共有35人，我在侗寨还开了一
家研学活动体验馆，给游客提供一些民俗体验
活动，如蜡染、打糍粑、捉鱼、教唱侗族大歌等。”
陆艳玉笑意盈盈地说，自己富，也带动村民富，
如今有30名群众在她的带领下就业增收。

在侗寨，一家家民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鼓
楼与溪流边。它们以侗族传统木质结构为主
体，青瓦飞檐，保留着侗族传统建筑风貌，与周
围景色相映成趣。在2018年春晚分会场选址肇
兴侗寨后，嬴勇秀就把自己的民宿开到侗寨
里。此前，他还开设了当地第一家旅行社，“我
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
客，为他们设计侗寨旅游路线。”

“总书记认真听完我的话，叮嘱我们要把旅
游和非遗结合起来，做出自己的特色。”

嘱托言犹在耳，嬴勇秀打算立足侗寨4A级
景点的品牌优势，结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优
化旅行社线路、产品，让游客全方位领略非遗价
值，深度体验文化之旅。

我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肇兴侗寨里的小河蜿蜒而下，沿岸鳞次栉

比的文旅商铺，是游客们时常驻足光顾的地方，
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也在这些小店里集中呈
现，陆志英开的蜡染扎染体验店就在其中。

“我们绣娘的蜡染扎染作品，深受游客喜
爱。”信团鼓楼的火塘边，习近平总书记让陆志
英介绍她家里情况时，她自豪地说。现在交通
方便了，游客越来越多，陆志英通过开设门店销
售纯手工艺品，让民族传统文化引来客流的同
时，更带动当地20余名绣娘在家创业增收。

把蜂蜡融化，用特制蜡刀蘸取蜡液，在白布
上精心绘制成画的蜡染扎染艺术，绘寓意吉祥

的花鸟鱼虫、描蕴含祝福的民族图腾，在文旅产
业带动下，涌现出新活力。

传承“老手艺”，创造新收入。陆志英算了
算，她的小店一年纯收入有15万元，绣娘们把作
品拿到小店里卖，一个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

“总书记听得很认真，我的心里很温暖。”陆
志英说，今年是她经营门店的第三年，自己将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好蜡染扎染等民族文化，
让这些非遗技艺被更多人了解和喜爱。

“我向总书记汇报，自己2017年回乡创业，
开了一个非遗工坊，从第一年收入不到3万元，
到去年已有36万余元的收入。我们的收入一年
比一年多，总书记听了很高兴。”肇兴镇上寨村
侗族乐器制作州级非遗传承人陆东辉回想起与
总书记交流的场景，难掩激动之情。他说，今年
一定会更好，从春节到现在销售额已经达到了
10万元。

因为从小酷爱侗族文艺，喜欢制作和弹奏
各种乐器，尤其对侗族琵琶情有独钟。看到家
乡一年比一年好，陆东辉选择回乡创业，将爱好
发展为事业。他说：“总书记叮嘱我们要把侗族
传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我将用实际行动履行
传承人的责任，让侗族文化不断传承，展现民族
文化的魅力。”

章二梅的肇兴特产小店，就开在总书记到
访的信团鼓楼对面，“没想到总书记会来，看到
他时我内心非常激动。”章二梅的店前，每天游
客络绎不绝，走进店里购买特产的人也不少，没
想到有一天店铺不远处，总书记会经过。

“我和丈夫是湖南省凤凰县人，2012年来肇
兴侗寨旅游后，就被这里深深吸引。2013年，决
定在同为文化旅游胜地的肇兴开设特产店，并

在这里定居至今。”章二梅说，去年小店毛收入
有20万元，相信以后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大家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在到鼓楼的路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与

游客们打招呼，还向他们询问餐饮住宿情况。”
肇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卫敏说，总书记
对当地文旅发展的关心，让他更加坚定了发展
的信心，“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优化景区
的基础设施，培育新业态、打造新场景，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文旅融合促进产业呈现方兴未艾、稳定增
长的发展势头，也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陆
卫敏说，现如今，5000 多人的村寨，仅有 500 多
人外出务工。随着产业的不断壮大，还将为更
多返乡村民们提供就业岗位，让他们共享发展
红利。

作为侗族文化为核心资源的旅游示范区，
肇兴先后获得鼓楼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最美的
六大乡村古镇、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殊
荣。肇兴鼓楼群于2001年被列入《吉尼斯世界
纪录大全》，肇兴侗寨于2007年入选全球最有诱
惑力的33个旅游目的地之一。

同时，作为侗族聚集区，肇兴坚持用好民族
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宝贝”，利用“泛珠三角四
小时经济圈”和“黔中三小时经济圈”辐射范围优
势，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穿行在村寨的大街
小巷，可以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与语言在此交
汇。“小而精、小而美”的千年侗寨形象深入人心。

来自云南的林冰峰在这里安家十多年了，
小孩都会讲侗话。他租了商铺，售卖快餐食
品。被这里淳朴的民风吸引，岳父岳母也来到
肇兴侗寨做生意，卖土特产、民族服饰。

来自广东的游客陆恒说：“肇兴，让我们有
了归属感。”在山水之间，这座少数民族古村落
将民族趣味、百姓情味、乡愁韵味紧紧结合，引
发了每个人心中的共鸣。

打开山门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千年古韵的
民族风情正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绘就一幅乡村
振兴新画卷。

目前，肇兴侗寨已有酒店、民宿、餐饮饭店
400多家，培育传统手工艺企业60多家，带动村
民就业创业2000余人。

“我们将盘活闲置资产打造村集体餐饮特
色示范店，把村内文艺青年组织起来成立文艺
表演队，在景区开展侗族大歌展演，规范村内公
共区域临时摊点。通过这些方式抓发展，每年
村集体创收200多万元。”陆卫敏说。

2024年，肇兴侗寨累计接待游客102.7万人
次，同比增长63.4%；旅游综合收入10.2亿元，同
比增长63.8%；村集体经济收入245万元，人均可
支配收入约4.16万元，同比增长12.3%。

如何开创多彩新未来？陆卫敏的回答实实
在在：“全体群众都吃上了旅游饭，生活越过越
红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
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
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
光彩。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嘱托落实到行动上。”
大家纷纷表示，要扎实抓好文旅融合，让这场始
于乡愁、兴于文旅、成于产业的变革，书写出中
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的时代答卷。

吃 上 旅 游 饭 生 活 更 红 火
—— 习近平总书记在肇兴侗寨考察回访记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管云 张玲玲 尚宇杰

黎平县肇兴侗寨侗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欢度侗年（通讯员 卢忠南 摄）

黎平肇兴侗寨迎宾仪式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冉勇 摄）

侗族同胞在黎平县肇兴侗寨田园中演唱侗族大歌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欣 摄） （以上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