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溪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玉溪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民族时报社民族时报社

合
办
合
办44 责任编辑/ 龙兴刚 美编/ 李云辉

自古以来，易门的先民们逐水而居，房屋沿山而建。易门县绿汁江畔的村寨里，居住着哈尼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群众。
绿色是这里的主色调。在这里绿色是青山，是绿水，是稻浪，是有机的冬早熟蔬菜——绿色发展使这里的少数民族群众增收

致富，为他们带来了喜悦和欢歌。
能歌善舞是沿江少数民族群众与生俱来的“本领”，欣逢盛世，少数民族群众过好了日子，也不忘传承着优秀的民族文化。
文旅融合，浓郁的民族风情为易门的旅游发展锦上添花。一个个民族团结进步的新时代易门故事，鲜活生动，意味悠长，让易

门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更加和谐美丽，更具诗情画意。
步入新时代的易门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山河为画纸，以勤劳为彩笔，尽情描绘着民族团结进步的壮

丽画卷……

吹着芦笙进北京

在龙明忠家堂屋的墙上挂着几幅照
片，其中一幅特别能勾起龙明忠的回忆。
这幅照片是他一家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合
照。龙明忠2009年带着全家到北京，登上
中央电视台《神州大舞台》节目表演苗族
芦笙舞，让歪头山的芦笙舞被许多人知
道，并得到大家的认可。

龙明忠告诉记者：“在党和政府的关心
支持下，我们歪头山村的文艺队登上过各
级各类重大活动的舞台，交流展示我们苗
族的芦笙舞，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成绩。如今
在村民家，还珍藏着以前参加国家和云南
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的奖牌。”

据了解，歪头山村文艺队始建于1992
年，现有队员15人，其中音乐创作人1人、
教练1人，文艺队队员都是当地群众中的文
艺爱好者，大家平时以耕种为主，业余时间
聚在一起学习交流传统歌舞。文艺队曾在
全国、省、市民运会的大舞台上屡获殊荣，
1989年、1994年、1998年的云南省第四、
五、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均获
得表演项目金奖；在1999年全国第六届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获得银奖，并应
邀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首都天安门广场
狂欢夜表演，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

珍贵的奖牌，永远在歪头山村文艺队队
员心中熠熠生辉。村民龙美芳是歪头山村文
艺队队员，在运动会上表演过芦笙舞和跳三
桩。她说：“当年玉溪市文化馆的安福康老师
到我们歪头山村，和我们一起同吃同住，指
导我们排练跳三桩，那段时间我们非常辛
苦，但是我们跳三桩的技艺得到了提升，才
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取得了好成绩。如
今，在歪头山村广场舞台上还放着我们练习
跳三桩用的大锅和三桩，我们农闲时就在广
场上练习舞蹈。”

苦练技艺传文化

龙明忠是跳三桩传承人，他说：“苦练技
艺既是为了获得荣誉，也是为了传承文化、
彰显民族精神。说起跳三桩，不得不说我们
苗族的芦笙舞。跳三桩就是来自苗族的芦笙
舞，舞蹈里有我们民族的故事。”龙明忠介
绍，相传苗族在5000年前开始了漫长的迁
徙，在迁徙的过程中，苗族先民凭借芦笙的
指引走到了一起，夜晚，人们点燃篝火、吹起
芦笙将大家聚集，随着芦笙的旋律围着篝火
起舞驱除寒气，慢慢产生出“探路”“跳河滩”

“开荒地”等动作路数，发展出慰藉心灵、展
望未来的苗族芦笙舞。

跳三桩的传说也要从苗族先民说起，
相传苗族先民曾用三棵树做柱子盖起了
草房子，先民们就围着草房子跳起了芦笙
舞。跳三桩的三桩高1.2米、直径0.3米，表
演者要一边吹奏芦笙，一边做着各种姿
势，跳桩子、走梅花、倒立、下腰，还要在桩
子上叠罗汉、垒宝塔……

据龙明忠介绍，这些只是跳三桩的一
部分动作，整个舞蹈表演有跳三桩、滚锅、

滚尖刀、叠罗汉等 5个套路 37个动作，动
作难度大、观赏性强，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和研究价值。表演“滚锅”的男舞者吹着芦
笙环绕口径 1.2米的铸铁大锅起舞，然后
依次表演“骨碌猫”“二人滚”“三人滚”等
套路和动作。“滚锅”最初只由男性表演，
后来女舞者也参与表演过一些套路。

“苗族的祖先曾有上刀山、下火海的
经历，聪明智慧的祖先用芦笙、用舞蹈、用
跳三桩等形式表演展现出来，就是为了展
现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激励后人不断自强，过上美好生活。

多途径传承非遗

歪头山村的芦笙舞、跳三桩、苗族刺绣
的保护传承不仅仅是当地村民、非遗传承
人的事，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据易门县文化馆的刘俊杰介绍，近年
来，易门县针对歪头山传统文化生态保护
区的非遗项目开展了田野调查和保护传承
等基础工作。针对8个非遗项目建立了相关
数字档案，包含调查报告、图片、视频、论文
等。在每年的春节、“二月二”传统戏会和菌
交会等重大文化活动中都组织非遗项目进
行展示展演。当地还积极申报省、市、县级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县文化、住建、民
宗等单位先后针对该保护区拨付保护传承
资金，支持该村基础设施建设、非遗项目的
传承展演、歪头山村的文化场地和活动设
施修缮、传承人补助、服装道具购置、节目
创作加工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弘扬
了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了歪头山传统文化
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助推了该村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传承保护，扩大了对外影响力。

易门县民族宗教局副局长李如仙告
诉记者，如今，非物质遗产“跳三桩”传承
人龙明忠每周两天要到罗尹小学培训老
师、学生，除了教授师生们芦笙舞、跳三桩
等苗族文化传统舞蹈，还教授师生们苗族
古歌，传承苗族传统文化。

苗族文化走进校园，龙明忠非常高
兴：“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苗族人民
日子越过越好，苗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路上
遍地开花，走进了北京、走进了中央电视
台、走进了国家和云南省举办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的会场，现在又走进了校园，在
校园内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教授师生们苗族芦笙舞、苗族跳三桩、
苗族古歌，除了希望苗族的传统文化被年轻
一代传承下去，也是要让年轻一代知道苗族
先民艰难的过去，现在要发扬苗族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神，心向党、感党恩、跟党走，过好
日子，传承好民族文化。”龙明忠说。

白露节气刚过，秋收已然开始。此时
的江边，多是金色的稻田，沿江望去，田地
里穿梭着不少村民，收获的季节，他们最
忙碌，也最开心。

在田间一棵高大的古树下，村民沐成
青一边乘凉，一边晾着饲养自家猪用的玉
米。在交谈中记者得知，村里半数的人外
出务工，半数的人留在家乡继续着传统的
栽种与养殖，沐成青属于留下的那部分。

“我家原本只有五六亩地，现在亲戚邻居
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多，地荒着也浪费，我
们两口子就统一帮周边的五六户人家一
起栽种，烤烟、水稻、玉米，一共有 30多亩
地。”沐成青告诉记者，一年下来，他帮种
地的每户人家农产收入在五万元左右，商
商量量，收益共享。

沐成青帮五六户人家栽种30多亩地，
自己养着20头猪、3头牛，这个脸上洋溢着
满足表情的哈尼族汉子，曾经是建档立卡
户。沐成青家脱贫是去年的事情，除了村
里对建档立卡户的扶持，外出务工对增收
脱贫也起了作用。谈到他的两个儿子，沐
成青难掩满意的笑
容，“小儿子还在念
书，大儿子
在 曲 靖

的技校毕业后，就到南京务工了，一个月
工资多的时候八千，少一点六千，多多少
少还会给家里寄些来。”

在发展中促进团结，在团结中谋求
发展。据村委会副书记李红林介绍，普厂
村通过科技示范户带头，大力发展马铃
薯、菜豌豆、蚕豆、西红柿等冬早蔬菜种
植，群众既可以取得土地流转收入，也有
务工收入。2016年至去年普厂村完成基
础设施项目 17项，产业扶贫项目 4项，涉
及医疗、卫生、水利、农业、基建、商贸等
多个方面，此外，近年来建档立卡户还享
受“雨露计划”补助，“我们要确保各民族
群众享受全面保障，不让一个民族群众
掉队。”

和其他传统村落相似，下普厂村老村
的建筑石底泥身、曲径通幽，鸡鸣犬吠。如
今随着易地扶贫搬迁、“百村示范、千村整
治”、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美丽宜居乡
村重点建设村等多个项目的整合，普厂村
在安全性住房、商业街、民族文化广场、舞
台、村庄道路、给排水、垃圾房、公厕、污水
处理、垃圾处理、强弱电安装、绿化亮化、
公厕等方面不断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更
以此为契机，加强环境整治，改善人居环
境，对村内道路两旁及空地堆放的杂物、
污水，进行集中清理。

站在老村的高点远眺，古朴的村舍和
苍翠葱茏的农作物、绿植交相掩映，村民
们穿梭其间，有张罗着渔网准备下江捕鱼
的，有在稻田里忙着秋收的，有挑着饲料
去喂牲畜的……

一旁的绿汁江汇集着沿江各民族群
众的故事奔流不息，在这汇入了普厂村辛
勤劳作、团结和谐的村落图景后，向远方
奔涌而去。

工业城镇留遗产

红砖房、电影院、新华书店等一幢幢旧式
建筑静谧、质朴。虽然已经繁华不在，却总能
吸引许多老一辈铜矿人到绿汁镇寻觅青春记
忆。这些工业遗产不仅吸引着那些曾经在绿
汁工作、生活过的铜矿人，还吸引着许多作家
到这里采风、写作、汲取灵感。易门少数民族
作家马玫为绿汁写作了小说《滇铜密语》，融
合了绿汁的山水文脉，书写了铜矿开采起落。

马玫的《绿汁江记》这样介绍绿汁铜矿
开采、冶炼历史：早在汉朝时期，绿汁的铜矿
就被发现，而到了元朝、明朝时期，绿汁的香
树村已经开始上演着“一火成铜”的传奇，云

南所产的黄铜，是国家铸币的主要来源，每
年给国家上交的数字就在600万斤以上，数
以万计的铜通过绿汁江水运输，沿着绿汁江
随波而下，在香树坡渡口登岸，被装上马背，
到达晋宁、昆明，再转运到宜宾，通过长江、
大运河等水路，千里迢迢被转运至京城，专
供铸币，形成有名的“铜马古道”。在乾隆年
间滇铜最兴盛的时期，既供“京运”又兼供

“采买”和“省局”，上千年的铜文化历史为这
个小镇披上了厚重而神秘的外衣。

新中国成立之初，绿汁镇再次担当
起建设国家铜矿开采冶业的重任，曾经
成为闻名中外的全国八大铜矿之一。直
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绿汁镇依然风采
绰约，有“小香港”之称。从 2002年开始，
随着矿产资源枯竭，部分厂矿陆续停厂。
一代一代的铜矿人，书写了这个位于青
山丛林中小镇的光辉历史。

目前，绿汁镇积极实施国家AAA级景
区申报标识标牌导览系统建设项目、第四
批国家工业遗产、绿汁镇工业遗址和老旧
建筑群墙体标语修复项目，开发绿汁旅游
业。吸引老一辈工人及其子弟来寻觅“乡
愁”，也吸引更多的人来绿汁旅游。

山水田园民风浓

9月，绿汁江畔的湾子村，水稻静静生长
在当地哈尼族村民用绿汁江石垒起的水田
里，充满生机的水田里，同时种着莲藕，亭亭
净植，一派水乡风光。记者发现在稻田中间
被人为开出了一条小沟，显得很不美观，也
有碍水稻种植。带着疑惑，记者找到了绿汁
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朱志华寻求解答。

朱志华说：“每年五六月，绿汁镇积极甄
选优质鱼苗，在每亩稻田中开挖鱼沟、鱼溜，
农户自购鱼苗进行开田投放，田里的水沟是
鱼沟、鱼溜，是养殖谷花鱼的。前不久，我们镇
刚刚举办了第二届时光音乐节暨稻田开渔
节，来了很多游客，有老矿工、老矿工子弟，还
有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亲自到稻田里，就在
鱼沟、鱼溜里摸鱼，摸到鱼后跟村民买鱼，在
村民家做鱼、吃鱼，体验农家田园乐趣。”

据易门县民族宗教局副局长李如仙介
绍，在绿汁镇，当地哈尼族稻田养鱼的历史悠
久，哈尼族群众把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融为
一体，形成“稻鱼共生”的立体农业。绿汁谷花
鱼绿色生态、外观金黄、肉质鲜美，深受广大
消费者的喜爱，是绿汁镇乃至易门县的季节

性特色美食代表。谷花鱼养殖销售已经成为
了绿汁镇助农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

时光音乐节暨稻田开渔节上，游客不
仅可以体验农家生活、品尝当地美食，还可
以欣赏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虎掌舞
展演，领略非遗魅力，感受当地浓郁的民族
风情。在乡村，绿汁镇以谷花鱼为媒，把节
庆文化、乡村旅游和农业发展有机融合，搭
建平台展销特色农产品、展演展示非遗，不
仅带动了农村群众增收致富，还让游客了
解当地民族风情，走出了一条符合绿汁镇
乡村实际的振兴之路。

文旅融合兴城乡

朱志华表示，下一步，绿汁镇将继续抓
党建引领促乡村振兴。坚持党建引领，立足
镇情村情，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以提升基层
党建工作水平、服务基层治理为总目标，加
强党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强化组织阵地建
设、创新农村党建服务载体，切实发挥基层
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以实干为导向，持续
抓好党支部规范化达标创建、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等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抓产业结构调整促农民增收。持续抓
牢烤烟生产的支柱地位不动摇，在抓好西
葫芦、菜豌豆、茄子、西红柿等传统农作物
的同时，结合干热河谷气候特点试点种植
菠萝蜜、火龙果、红桃、芒果、中草药等，充

分挖掘稻田养鱼等绿色循环种养殖产业潜
力，着力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
农业产业规模化布局。

当地注重抓重点村建设促示范带动作
用发挥。持续做好绿汁镇AAA景区打造、滇
铜古镇打造及工业遗产申报工作，发挥好乡
村振兴重点村示范村作用，以镇带动周边村
庄、以示范村带动后进村全面发展。城镇乡
村相辅相成、工业文化结合当地丰富的民族
文化，文旅融合发展，全面振兴绿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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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唐蓉

流域径流面积8600平方公里的绿汁
江，流经禄丰、双柏、易门、峨山、新平等地
后，汇入元江。几百公里的江景中，或舒缓，
游鱼戏虾、卵石缤纷；或湍急，峰回路转，汹
涌奔泻。和鬼斧神工的江景融为一体的，还
有世世代代沿江生产生活的人们。
绿汁江畔，生活着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

民风淳朴，风情独特。位于易门县小街乡境内的
普厂村，便是众多沿江村落之一。

近年来，这个哈尼族、彝族
群众占比近八成的村落，以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为契机，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易地扶贫搬迁、
统规联建，取得了显著成效。

下普厂村是普厂村委会的所在地，村
委会办公楼一面临着乡道，另一面则挨着
新建的民族文化广场，广场干净整洁。广
场旁，是一排排整齐的新居。这些刚建成
的房屋距离一旁古色古香的老村只有几
步之遥，目前大部分村民认购了新房，即
将搬迁。在略显空荡的新房片区，却传来
了清脆欢快的三弦声。

循着琴声，走进搬迁小区的一家摩托
车店铺，认识了弹琴人马德青，90后的他
是店铺的主人。九月的“秋老虎”让普厂
村热气笼罩，阳光晃眼，而清脆地道的三
弦声增添了几丝快意、清爽。弹罢，马德青
拿出自家种的西瓜为大家解暑，“我以前
在外打工，积累了一些汽修的资源和知
识，后来还是想回家乡，自己创业做事虽
然有挑战和压力，但可以努力尝试‘有家
的地方也有工作’的生活。”

马德青的店铺大概是五年前开的，当
时位置在老村里，如今搬进明亮宽敞的搬
迁房中，经营条件自然更好。五年来，马德
青创业的辛苦换来了不错的收入，支撑着

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而琴声则抚平着这个
彝家小伙的压力与辛劳。“前两年我在各
种短视频平台上发现大家对这些民族风
情的文化很感兴趣，我本身也是少数民
族，对三弦这样的民族乐器有特殊而敏感
的情愫，就开始学习它，也希望以后能够
与大家分享。”

马德青告诉记者，自己不仅是独乐乐，
更是众乐乐，每当村中或是周边村里有结
婚的或是乔迁新居的，他都会叫上与自己
年龄相仿的歌友琴友们，弹起大小三弦，对
唱新老彝歌，围着火堆，跳起左三脚。这是
一小群人的狂欢，更是大多数人的欣慰。

如今在快手、抖音等平台上，马德
青经常分享着下普厂村年轻人的“歌舞
人生”。视频中，在新建的民族文化广场
旁，常能见到一些老人围坐在这些年轻
人身边，笑着，唱着。或许没有传承人的
头衔，也没有刻意的表演，这些留在村
中创业、务农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
延续着本民族的文化与民俗，平凡普
通，源远流长。

一家店 两把三弦 四五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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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着芦笙进北京 苗家儿女心向党
——易门县小街乡歪头山村芦笙舞的传承之路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航

苗族通过服饰来记录史事，他们服饰中的每一个图案都蕴含深意，是解开苗族
历史的“密码”，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易门县小街乡歪头山村是苗族聚居地，
这里的苗族同胞口里能吹芦笙曲、能唱苗族古歌，手里能刺绣苗族服饰、表演芦笙
舞，心里装着的是对躬逢盛世的感激和传承好优秀文化的职责和使命。

文旅融合促发展 滇铜古镇谋复兴
——易门县绿汁镇的转型发展之路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航

易门县绿汁镇，因绿汁江流经而得名。
这里山环水绕、环境优美，有创承上千年的铜
文化。随着矿产资源枯竭，绿汁镇通过转型发
展被提上日程。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不断推
进，绿汁镇打造“滇铜古镇”，走上一条城镇乡
村相辅相成、工业文化结合当地丰富的民族
文化，发展旅游业的道路，给古老的绿汁带来
了新发展和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