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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在村里什么东西既能体现藏族传统文化特色，
又是生活用品和旅游纪念品，还能成为致富产业，那一
定是黑陶。对此，27 岁的藏族青年拉茸肖巴毫不怀疑。
大学一毕业，拉茸肖巴从昆明回到村里，就和父亲一道
摆弄宝贝——黑陶，并下决心把它作为今后的事业。

拉茸肖巴家住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尼
西乡汤满村汤堆片区。这个位于山脚下充满浓郁藏族
风情的村落紧邻 214 国道，因特有的土质，这里是生产
黑陶的重要基地，黑陶产品远近闻名。

游客路过这里时，走进路旁土锅鸡餐馆，坐在餐桌
前，服务员端上用黑陶锅炖制的鸡汤，顿时香气四溢，汤
汁喝起来也格外鲜美。“土锅只是黑陶系列产品中的一
个，也是黑陶实用性方面的代表。尼西藏式黑陶品种百
余种，传承历史超过千年。”提起黑陶，拉茸肖巴语气中
充满自豪感，还会动情地背诵“世界上最好喝的茶是阿
妈用黑陶罐煮的酥油茶。”这句当地人口口相传的话。

高高瘦瘦的拉茸肖巴出生在一个黑陶制作世家。他
的爷爷是制黑陶高手，他的父亲当珍批初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家人在村里制黑陶的名声响亮。

做黑陶的拍打声伴随着拉茸肖巴的童年。9 岁开
始，他跟爷爷学做陶。做出一个，爷爷奖一毛零花钱，这
让拉茸肖巴对黑陶产生浓厚兴趣。真正热爱上黑陶是
上大学时，每逢假期，拉茸肖巴会带着艺术专业的朋友
到家乡采风，自己也会到产陶的市县开眼界。

“感觉黑陶在召唤我。”拉茸肖巴大学毕业后，认定
自己和黑陶的缘分，毅然回村协助父亲发展黑陶产业。
黑陶传承着祖辈们的技艺，记载着民族文化符号，在拉
茸肖巴看来，具有无穷的魅力。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发展，尼西黑陶受到越来越多
人的青睐。在外学习和开过眼界的拉茸肖巴认为，黑陶
传承到现在不能仅囿于传统的百余个样式，只做土陶
锅、酥油茶罐等，应有变化和创新才行。这方面，父亲当
珍批初是榜样。

多年来，当珍批初秉承古老技艺，连形制、颜色、
装饰都“循规蹈矩”。一方面，传承祖先技艺成为他的
使命，已融入了血脉，另一方面，他也尝试改变。当珍
批初 2005 年创办公司，致力于抢救挖掘和保护黑陶
传统工艺，还成立黑陶研究室，推动新产品开发和技
术突破。他招聘陶工 60 余人进入公司培训，黑陶制
品发展到 3 大类 190 多种。“父亲借鉴外省土陶制作
工艺，改进尼西黑陶制作工艺，这使得制作过程和手
法更讲究，作品更细腻精致。”拉茸肖巴说。

没有转轮，用手捏制；取土、和泥、做胚、烧制、打

磨等工序严格；制作工具达上百个……爷爷、父亲原
汁原味地教授的黑陶传统形制和流程，已深深印在
拉茸肖巴脑海中，父亲的坚守和创新也令拉茸肖巴
十分佩服。“祖辈们的技艺传承不变形，与时俱进的
提升和改变也要做。”拉茸肖巴说，面对游客的喜爱
和客户需求的多样性，自己也做了一些新探索。

揉捏土团后，拍底座、取圆、拍面、拍形、塑
形……拉茸肖巴目不转睛，手中灵活地换着拍子、雕
笔、打磨用的麂子皮等工具，十几分钟后，一个古朴
的咖啡杯陶胚制作完成。“这是纯手工活，制陶胚仅

拍打就要成千上万次，比如做个酥油茶罐要拍打两万
多次。”拉茸肖巴说。

传统黑陶以生活用具和宗教用品为主，制作基本
是老手法，品种少。现在，拉茸肖巴等黑陶匠人们除生
产传统用品外，还制作装饰用品、旅游工艺品，做黑陶
咖啡杯就是新尝试。拉茸肖巴还根据客户需求，进行
私人订制类的生产，另外，在车间里开辟专区，游客在
匠人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做陶胚，匠人烧制后快递给
游客。

土锅、土火盆、土茶壶……家里展示厅中，泛着特
别黑色光泽的黑陶用品种类繁多，而一些摆件、挂件
等工艺品也十分特别。让拉茸肖巴引以为自豪的是一
个一米多高的黑陶大香炉，这是家里目前制作的最大
产品，出租一周要 1000 元。

除了拓展品种外，他和父亲还用大电炉成批量烧
制生活用品。“当然，有些精心打磨的工艺品还采取传
统堆烧，平地上放置木材和陶胚烧制，这需要多年经
验，要控制好温度和有机原料的添加。”拉茸肖巴说。

产品在网上销售、装饰物用新材料、装饰图案采
用新形式……拉茸肖巴做了许多先辈们没做过的事，
也烧制出许多新产品。创新让拉茸肖巴充满了力量。

现在，黑陶的名气越来越大。在政府的扶持下，黑
陶既是当地的一张名片，也是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柱。
汤堆片区 150 多户村民基本都从事黑陶产业。“家里现
在一年可制作上千件黑陶产品，去年的销售额达 20
多万元。现在，我们也在进行产业化生产。”拉茸肖
巴说，

制定烧制标准、研制用土配料、成立个人工作
室……拉茸肖巴还有很多新想法，他坚守着“传统精
髓不能丢，适应时代要变化”的信条，认为这样黑陶就
会焕发新生机，走得更远，传得更久。

（记者王长山、姚兵、魏玉坤、杨静）
新华社昆明 10 月 6 日电

三代藏族“黑陶”匠，接力捏出“致富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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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广西玉林市陆川县良田镇石垌村的橘红
基地，一大片橘红果林布满山坡，枝繁叶茂，农户在清
理杂草。“这些橘红金贵着呢，最贵的时候卖过 25 元一
斤。”石垌村党委书记李元彪笑着说。

石垌村地处陆川县南部，土壤含云母成分，适合种
植橘红。2016 年，石垌村成立扶贫产业发展合作社，并
在合作社成立党支部，通过抓党建育产业，引领带动贫
困户和其他农户种植橘红。种植橘红平常打理和摘果、
施肥需要大量劳动力，石垌村党委每年安排 30 多户贫
困户到橘红基地就业，每户实现年增收近 2 万元。同
时，该村为 30 户无劳动力贫困户入股橘红公司，每年
获得入股分红，有力促进了贫困户增收脱贫。（陈立萍）

陆川：一片橘红富一方

作为自治区级优秀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市），近年来，广西荔浦市始终把电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
的重要着力点，开辟出一条“电商环境优化、创业氛围浓
厚、产品上行顺畅、农民增收见效”的电商扶贫成功路。

近年来荔浦市投入 2500 多万元，建成了荔浦电商
扶贫一条街，成为该市在创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基础上打造的亮点工程。荔浦市 13 个乡镇
电商服务中心、34 个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已进驻。

“我们为企业提供电商销售的培训和指导，农户的农
产品也可以在这里实现网上销售。”荔浦市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荔浦引进了阿里巴巴、京东、乐村
淘等知名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目前荔浦市已建成
600多个农村电商扶贫服务点，实现行政村 100%覆盖。

据统计，2018 年荔浦电商销售额达 16 . 8 亿元，其
中全市农特产品销售额约 8 亿元，贫困群众人均增收
1000 余元。（黎永贵、周俊远）

荔浦：电商拓宽扶贫路

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7 日电（记者柴海亮、勿日
汗）虽然传统蒙古袍搭配休闲布鞋看起来极不协调，
但 57 岁的牧民乌日金不得不这样穿。因为常年饮用
含氟水，她的脚已变形，凸起的脚骨让她无法穿上与
蒙古袍最搭配的皮靴。让人欣慰的是，今年她终于摆
脱折磨她家几代人的“高氟水”之苦。

乌日金一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活在国家级贫
困旗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浩日庆敖包
嘎查。这片草原，地下水含氟量比国家规定的安全饮
用水含氟量最高界限高出一倍。这里的很多人到了晚
年就会弯腰驼背、关节变形，而这正是氟超标导致的
骨骼畸形。她说：“父亲 60 多岁临去世前几近瘫痪，我
们一直以为这是积劳成疾，没有想到有水的原因。”

比父辈们幸运的是，内蒙古加快推进的贫困人口
饮水安全工程，让人们不再遭受“高氟水”“高砷水”等

不安全饮用水的伤害。内蒙古从 2018 年开始计划投
资 4 . 96 亿元解决 7 . 6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按照计划，这一目标到今年年底将全部实现。

在乌日金家狭小的厨房里，一台壁挂式净水器
格外显眼。这台今年 6 月由政府提供免费安装的净
水器，能将自来水含氟量降低到安全范围内。净水器
还配有蒙古文使用说明书，方便蒙古族牧民使用。

“除了氟超标，每人每天可用水量低于 35 升、人
力取水距离超过 800 米、人力取水往返时间超过 20
分钟的都属于饮水安全不达标，只要饮水安全不达
标，就不能顺利脱贫。”正镶白旗水利局副局长王金
虎说。

与在草原上分散居住的乌日金家不同，人口相
对集中的正镶白旗大红山村刚建起净化水质的小型
水厂，集中净化入户的自来水。

63 岁的陈河从小生活在这个地下水氟超标
的村庄，是村里 7 户贫困户之一。已经弯曲的双
腿，让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他盼着今后安全的饮
用水，让他的孩子彻底摆脱“高氟水”带来的痛苦。

在没通自来水的正镶白旗哈夏图嘎查，牧民家
的净水工序稍显复杂。在刚刚脱贫的牧民格日勒图
家里，进门处放着一台像床头柜大小的反渗透净水
器。牧民们需要先用水桶提过来井水，再用它来
净化。

“我们吃的水终于‘苦尽甘来’，就像我们的生
活一样，越来越‘甜’。”格日勒图说。

锡林郭勒盟水利局局长包广华说，在内蒙古
两大牧区之一的锡林郭勒盟，目前农牧区饮水安
全人口普及率由 2005 年的 40% 提高到 93%，集
中供水率由 14% 提高到 50%。

内蒙古：饮用水“苦尽”，好日子“甘来”

新华社西安 10 月 7 日电（记者姚友明）在脱贫攻坚
中，陕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要抓手，盘活腰鼓、皮影和
竹编等传统文化资源，不仅推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还拉动了当地就业，带动了百姓致富。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生活的重担曾险些将贫
困户李东东压垮。他父母患病，妻子罹患癌症，孩子也患
有脑瘫。正在绝望之时，他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免费腰鼓
培训班。在当地，腰鼓是流传 2000 多年的民俗，丰收、年
节或嫁娶时，人们总会打起刚健激昂、大气磅礴的腰鼓。

李东东很快就从腰鼓培训班毕业。他惊奇地发
现，打鼓能将贫困“打跑”——他和几十名贫困户参加
的腰鼓团经常受邀到各地演出。“去年在北京、江苏和
甘肃等地进行了 32 场商业演出，光靠演出就赚了一
万多元。”李东东说。

除了商业演出之外，李东东现在还被当地幼儿园

和中小学校聘请，教孩子们打腰鼓，使这项古老的艺
术发扬光大、传承不息。

如今，李东东只花 1万元，就住进了当地政府提
供的宽敞明亮的贫困户安置房。他用打腰鼓和务工
挣来的钱购置了洗衣机、沙发、热水器等家具和电
器，还利用政府提供的 5万元无息贷款养鸡，并向病
情有很大好转的妻子传授腰鼓技艺。

“现在的生活，放在几年前根本不敢想。我想让我
老婆也能跟我一起表演。赚钱是一方面，主要是想带她
四处走走看看，领略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李东东说。

剪纸、农民画、曲艺和民歌也是安塞区助力村民脱
贫的重要“武器”。数据显示，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安塞近年来已有 2000 多名经过培训的贫困人口参与
到各种文化艺术工作中，直接带动 350 余户贫困户实
现脱贫。今年 5月 7日，陕西省政府宣布延安的贫困县

全部“摘帽”，在摆脱贫困的征途上，腰鼓、剪纸、农民
画、曲艺、民歌这 5张“文化名片”功不可没。

在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看似普通的牛皮和
竹子通过手艺人独具匠心的打磨，成为一件精致
的艺术品。制作皮影或演出皮影戏，成为越来越多
当地年轻人谋生的手段。在华州皮影制作技艺非
遗传承人薛宏权的影子坊中，31 岁的聋哑人马浩
负责雕刻皮影，而他的妻子则负责给皮影染色，两
人每月收入超过 8000 元。

华州区委书记霍文军介绍说，经过几年的培育
及保护，华州皮影已成为华州区的特色文化主导产
业。2018年底，全区相关从业人员千余人，有 20余家
相关企业，年产值 3000万元。今后华州将积极引导华
州面花、华州背花鼓等 43种各类非遗文化对接市场，
让它们得到传承的同时撑起百姓的钱袋子。

腰鼓把贫困“打跑”竹编把富裕“扎牢”
陕西深挖非遗文化宝藏助力脱贫攻坚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赵鸿宇）近
日，家住河北省涞源县东辛庄村的栾志
强意外收到 64272元的保险金，这让从
未入过保险的他有些惊喜。

据了解，35 岁的栾志强是家里唯
一的劳动力，有 2 个未成年的孩子需
要抚养。由于患病，他不得不住院进行
手术治疗，又经过一段时间疗养，除去
报销外仍自费 93340 元，这让本不富
裕的家庭陷入了困境。

栾志强能够收到保险金，得益于涞
源县财政部门与人保财险涞源支公司的
合作。经过大数据测算，财政部门拿出
400万元防贫保险金，以“非贫困低收入
户”“非持续稳定脱贫户”为重点，为全县
10%左右的农村人口购买保险，主要保
障因病、因灾、因学致贫或返贫。

涞源县扶贫办副主任罗杰说，保险
的保障对象不事先确定和识别，而是根
据大数据分析，确定医疗、就学、灾情等
方面的支出预警线。农村非贫困人口一
旦被监控到某项支出超了预警线，相关
单位随即启动跟踪程序入户调查，符合
保障条件的再进行评议、公示等，便可发
放防贫保险金，并落实其他帮扶措施。

自 2018 年 10 月涞源县防贫保险
政策实施以来，共发现 444 户符合相
关救助条件，发放保险金 382 . 28 万
元，实现了全县“零返贫”，栾志强家也
靠这些保险金还清了外债。

邯郸市邱县于 2018年 8月探索扶贫保险机制，这个
县的民政局局长霍丙涛说，自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
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但对
于处于贫困边缘的人群关注相对较少，也缺少相关的保障
政策。设立防贫保险，就是为这类人群设立一个“保护伞”。

河北省扶贫办的一名工作人员称，石家庄的平山
县、保定的顺平县、邢台的南和县等地均与保险公司达
成协议，为近千万农村人口提供防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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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4 日，罗延明在河北威县罗庄村的车间
将制作好的酥饼上架存放。

河北省威县罗庄村残疾农民罗延明自幼患有小
儿麻痹症，只能靠轮椅行动。由于母亲瘫痪在床，妻
子有心脏病，家中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供养，
一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罗延明一人身上。2014
年，罗延明一家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4 年，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和当地政府的帮助
和支持下，罗延明和妻子创立了一家酥饼加工厂，由
于制作的“黄金酥饼”经济实惠、口味独特，产品深受
市场欢迎。几年来，酥饼加工厂不断发展壮大，罗延
明不仅自己摆脱了贫困，还带动吸纳 20 余位村民到
酥饼加工厂工作。如今，罗延明的酥饼加工厂每年生
产“黄金酥饼”70 万斤，销售额 200 多万元，纯收入
达三十余万元。

近年来，河北威县把鼓励创业作为脱贫的基础
性措施，通过送政策、谋产业、授技能相结合，为有创
业意愿和创业条件的贫困户提供创业技能培训和创
业技术指导。2011 年以来，威县先后举办创业培训
班 90 期，培训 3000 多人，为创业人员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390 笔，共计 3200 万元。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香飘脱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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