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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寨山高云雾缭，凤珍巧手绣天娇。劳

模荣誉大鼓励，美好生活必凌霄。”当南丹县

政协委员、白裤瑶服饰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黎凤珍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喜讯传来，里

湖瑶寨瞬间沸腾，身着绚丽瑶族服饰的群众齐

聚一堂，一首首饱含深情的山歌从他们口中唱

出，歌声清脆悠扬，穿透云雾缭绕的山谷，与

人们欢快的笑声相互交融，整个瑶寨沉浸在一

片喜庆的氛围之中。

“黎凤珍是一名白裤瑶妇女，她制作瑶族

服饰技术很好，是我们南丹蓝靛染布坊的负责

人，还是县政协委员。多年来，她积极履行委

员职责，主动依托瑶族服饰制作技艺，努力服

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作出了不

少贡献。这次，她被光荣地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我们为她高兴，更要向她学习。”里湖瑶

族乡朵努社区党支部书记黎夏自豪地说。

匠心传承，绣出致富新路径

在白裤瑶的文化脉络里，服饰承载着千年

的历史与情感。黎凤珍，这位在瑶寨土生土长

的女子，自幼便与传统瑶族服饰制作技艺结

缘，从捻起第一缕纱线开始，踏上了长达 40

余年的技艺探索之路。她穿梭在古老的纺车与

织机之间，对纺纱织布、浸染、刺绣等30多

道复杂工序已烂熟于心，指尖灵动之处，一幅

幅精美的瑶族服饰图案便跃然布上。2019 年

12 月，白裤瑶服饰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不仅是对

民族技艺的认可，更是对黎凤珍多年坚守的肯

定。

然而，黎凤珍的目光并未仅仅停留在个人

的技艺成就上。她深知，一门技艺只有惠及更

多人，才能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于是，她毅

然开设非遗工坊。工坊内，古老的织机整齐排

列，彩色的丝线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她定期

举办公开授课，带领团队深入里湖、八圩等地

的中小学以及中国广西里湖瑶族生态博物馆。

在学校的教室里，孩子们围在黎凤珍身边，睁

着好奇的大眼睛，看着她示范如何穿针引线，

如何在布上绣出灵动的图案，看得如痴如醉、

听得津津有味。就这样，先后有2000多人次在

她的教导下，领略到瑶族服饰制作技艺的魅力。

为了让这门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黎凤珍积极推动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旅游推

广深度融合。她精心制作瑶族传统服饰、手工

艺文创产品，在“瑶望天下”景区等旅游热点

区域，开设体验销售点。游客们不仅能购买到

精美的瑶族服饰、小巧玲珑的刺绣香囊等文创

产品，还能亲手体验制作过程。在她的努力

下，相关项目年销售额累计达400多万元。

同时，她创新推出“农户 + 基地 + 公司”的

运营模式。在里湖瑶族乡、八圩瑶族乡的各个

村落，许多农村妇女在家中便能参与服饰制

作。黎凤珍的绣坊负责收集订单，公司统一销

售运营。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居民何四妹便是

受益者之一。年近花甲的她，因身体原因无法

从事重体力劳动，生活一度陷入困境。2020

年，在黎凤珍的带动下，她加入朵努手工坊。

一开始，何四妹连最基本的针法都掌握不好，

但在黎凤珍耐心指导下，她逐渐熟练起来。如

今，她每月能有 3000 多元收入，家庭生活有

了质的改善。何四妹满脸笑容地说：“以前愁

生活没盼头，现在靠着这门手艺，日子越过越

好，真的很感谢凤珍。”

在黎凤珍的带领下，200余户农村妇女实

现居家灵活就业，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瑶

族同胞们用勤劳的双手，绣出了一条致富新路

径。

履职尽责，助力乡村焕新颜

2021 年底，在南丹县政协的指导下，黎

凤珍在非遗工坊内成立委员非遗传承保护工作

室。工作室布置得温馨而富有民族特色，墙上

挂满了精美的瑶族服饰和刺绣作品。这里不仅

是传承技艺的场所，更是汇聚民意、推动乡村

振兴的前沿阵地。

工作室聚焦移民搬迁户的生活需求，积极

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同时，创新性

地引入积分管理，群众通过参与工坊制作、传

承技艺等活动获取积分，再用积分兑换生活物

资。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此

外，工作室还不定期开展协商议事活动，在温

暖的午后，瑶族妇女们围坐在一起，就乡村发

展规划、文化传承等话题各抒己见。孩子们也

常常聚到这里，听黎凤珍讲述瑶族的古老传

说，在欢声笑语中树立起热爱家乡的情怀。

针对里湖瑶族乡民族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

融合发展的问题，工作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

瞻性的建议，如设立非遗传承基地，让更多人

能够系统学习瑶族服饰制作技艺；将民族文化

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从娃娃抓起，培养传承人

才；打造瑶族文化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旅游环境等。这

些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措施

陆续出台并稳步推进。

2024 年以来，工作室围绕移民搬迁户就

业问题，组织了 9 次协商议事活动。每一次活

动，瑶族群众都热情参与，积极提出意见建

议。同时，工作室还先后收集整理社情民意信

息 26 条，报送意见建议23条，其中21条建议

已转化为实际成果，切实解决了乡村发展中的

诸多难题。此外，工作室与广西爱心之桥助学

志愿者协会携手，共同帮扶216名困难学生，

为他们点亮了知识的明灯。

南丹县政协负责人对黎凤珍的工作给予高

度评价：“黎凤珍委员工作室充分发挥了政协

的桥梁纽带作用，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

一起，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在她的带动

下，如今的里湖瑶寨，正朝着和谐、美丽、富

裕的方向稳步迈进，为全县乡村振兴树立了榜

样。

以身作则，共筑团结同心圆

作为政协委员，黎凤珍始终将促进民族团

结的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头。她毫无保留地

将瑶族服饰制作技艺传授给同胞。近200名妇

女在她的带领下，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人均月

增收近 3000 元。她们在制作服饰的过程中，

交流着生活的点滴，增进了彼此间的情谊。黎

凤珍还将委员工作室设立在“瑶望天下”景区

内，成为游客了解瑶族文化的一扇窗口。来自

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这里欣赏精美的瑶族服饰，

聆听瑶族的历史故事，感受瑶族文化的独特魅

力。游客们对瑶族文化的赞叹与认同，让瑶族

同胞们倍感自豪，进一步增强了各族群众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为了让瑶族文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黎凤珍

多次带队奔赴全国各地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在交

流现场，她身着绚丽的瑶族服饰，向人们展示瑶

族服饰制作技艺，讲述瑶族同胞的生活故事，分

享民族团结的感人瞬间。她的每一次讲述，都是

在播下民族团结的种子，让更多人了解瑶族文

化，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添砖加瓦。

凭借着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的劳

模精神，黎凤珍先后获得河池工匠、自治区工

匠称号，被国家部委认定为首批乡村工匠名

师。如今，她依然坚定保持初心，脚踏实地。

2025年4月，《中国妇女报》以“用印染技艺

助力乡亲们增收”为题，对她的先进事迹进行

报道。国家级英文女性月刊《中国妇女》也聚

焦黎凤珍，详细介绍她在传承民族文化、助力

乡村振兴、服务人民群众方面作出的突出贡

献，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女性的责任与担当，赢

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面对诸多荣誉，黎凤珍神情坚定地说：

“这份荣誉属于大家，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

果。未来，我会继续履行委员职责，认真做好

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等工作，为家

乡、为社会贡献更多力量，让民族团结美丽之

花在瑶寨长久绽放。”

（刘海婧 赵正勇）

“摆卖不到几个小时，就卖了十多件小作

品，收入超过110多元！”近日，柳州市“雷锋

广场”紫荆服务站的助残公益集市里，摆卖非

遗作品的韦小名向记者分享自食其力的喜悦。

今年 40 多岁的残疾人韦小名，孩子在上

学，生活压力大。前不久，柳南区残疾人文化

创意产业基地接到她求职信息后，介绍其到家

门口的助残商业区企业就业。“虽然收入不算

高，但可以贴补家用，解决家里燃眉之急。”

小韦感激地说。

韦小名的上岗，是柳南区残疾人文化创意

产业基地实现精准就业的一个小宿影。近年

来，柳南区政府落实落细残疾人就业优先政

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

体系，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

其中，柳南区残联依托南天社区新时代商

业巷片区，以周边10多个社区300余名残疾人

为服务对象，创建了集残疾人培训、就业、创

业于一体的“柳南区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

地”，着力提高助残短板，提升助残能力，让

残疾人得实惠。

在基地里，一间间富有创意的工作室，散

发着浓重的文创气息。星孩工作室墙上挂着自

闭症孩子的画作，美术馆里残疾人在制作书画

订单，同时还有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项目、

绳编串珠艺术疗愈项目……在一间散发着独特

皮革气息的工作室里，残疾人韦佳妮正在向梦

想启航。她因意外造成肢体四级残疾，生活十

分不便。一次机缘巧合，她接触到非遗皮艺，

被皮革在匠人手中蜕变的神奇过程深深吸引，

便开始学习皮革制作。

裁剪时难以精准施力，穿针线稳定性不足

……韦佳妮付出多于常人几倍的努力，从生疏到

熟练到精通，掌握了皮艺制作技巧。她将传统元

素与现代设计理念融合，制作的皮艺作品精致灵

动，富有创意和文化内涵，深受市场欢迎。

韦佳妮的成功是“文化+商业+公益”助

残模式的缩影。残联负责人告诉记者，柳南区

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为残疾人提供文创技

能培训、就业岗位，链接社会资源，营造“弱

有众扶”的良好氛围。 同时柳南区引入社会

企业负责资源整合市场运作，向基地提供日常

管理支持、助残项目开发拓展；引入社会组织

为基地残疾人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精准化助

残培训服务；引入适合残疾人的侗族非遗手

工、旗袍盘扣工艺、坭兴陶等多个文创手工产

品项目。在各方的牵线帮助下，目前对基地提

供资金、订单、合作、安置残疾人就业等实质

性支持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达到32个，汇聚起

较为强大的助残力量。

同时柳南区积极打造政社互动，基地依

托镇、街道、社区、村残疾人协会，以及新

时代文明实践等阵地，联合社区残协专职委

员，为广大残疾人提供就业指导、辅助器具

适配、政策宣传、心理咨询、公共服务代

办、平台共享等“一站式”关爱服务，协助

社区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康复、家庭

医生签约、无障碍改造等，从生活和工作上

为残疾人提供精准帮扶，打通服务残疾人的

“最后一公里”。 (刘兴存)

连日来，在扶绥县渠旧镇咘沙村，当地群众纷纷采摘新鲜西瓜到收购点销售，发往
全国各地。

据悉，该县瓜农普遍采用“甘蔗+西瓜”套种模式，并利用双膜覆盖和膜下滴灌节
水栽培技术，种出的西瓜产量高、甜度高、耐储存，深受全国各地客商青睐。该县今年
西瓜种植面积约33万亩，其中甘蔗套种西瓜面积31.2万亩，预计总产量达到50万吨。
图为大量西瓜被运到收购点。 （卢文斐 摄影报道）

民族团结结硕果 政协委员成劳模
—— 记南丹县政协委员、全国劳模黎凤珍

柳南区打造助残就业文创基地

扶绥西瓜“甜蜜”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