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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守护好哈尼梯田鼓与呼

“山间水沟如玉带，层层梯田似
天梯。”1300余年来，红河哈尼梯
田一直以其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极强
的生命力，展示着千年农耕文明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杨钰尼
就出生在这里，她的母亲是当地的
舞蹈老师。她的成长，伴随着梯田
的稻香和民族歌舞，这些元素在她
的血液中流淌，成为她生命中重要
的一部分。

出于对故乡的热爱，2015年还
在读大一的杨钰尼便创办了“钰尼文
化艺术传承中心”，立志要把哈尼文
化带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孩子通过
传承优秀民族文化走出大山，实现人
生价值。

以文化艺术传承中心为阵地，9
年来，杨钰尼团队累计培训学员
3000 余名，并积极开展非遗进校
园、美育进校园、歌舞进校园等活
动，让许多来自大山的孩子们系统地
学习到了传统歌舞，树立了文化自
信，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来自哈
尼梯田的非遗魅力。

“今年春节期间，我的一个学生
来拜年，说即将大学毕业，想写一篇
关于乐作舞或者是传统文化传承价值
的论文，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太可以
了！相信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这

支哈尼梯田文化保护的队伍会越来越
壮大。”她自信地说。

2023年，杨钰尼初任全国政协
委员。彼时的她深感重任在肩，便一
头扎进如何更好传承非遗文化的走访
调研中。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她提交
了《关于加大活态世界遗产保护传承
力度的建议》的提案，并与其他委员
一起，围绕哈尼梯田农耕技艺和哈尼
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积极建言
献策。

她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专门
针对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意
见，并开展活态文化遗产类型的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试点建设，
为世界活态文化遗产的发掘、保
护、利用和传承提供“中国经验”
等，这些建议得到农业农村部等国
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
动，引发了广泛关注。

以实干笃行展现委员担当

“大家好！我是钰尼，今天我们
来到了红河县阿扎河乡，这里是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乐作舞的发源地
……”点开杨钰尼的微信朋友圈，履
职扎实是给人的第一印象。今年全国
两会前夕，她专门去拜访了乐作舞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阿胖老
师，探讨乐作舞传承的人才培养思
路，倾听这位“哈尼梯田守望者”的
声音，把更多哈尼乡亲们的心声带到
北京。

这只是杨钰尼履职日常的缩影。
去年两会闭幕后，她便第一时间深入

家乡的田间地头，向界别群众宣讲全国
两会精神，让更多的村民了解到国家发
展动态和民族政策。而后又马不停蹄地
回到母校湖南科技大学，以“传承民族
优秀文化”为主题，将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全国两会精神融入非遗传承与保护工
作中，并与学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的成
长经历和对未来的思考。

同时，杨钰尼还利用委员工作室
平台，深化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和服
务。在寒暑假期间，她为返乡大学生
提供就业实践机会，积极开展了一系
列学习讲座、乡村调研、采风创作、
志愿服务等活动，为青年们的就业创
业作出贡献。

通过充足的准备，今年全国两会
上，杨钰尼针对哈尼梯田保护利用中存
在的民族语言失存、民族节庆简化、民
族传统文化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等问题积
极建言，希望通过建立有效的保护传承
机制，鼓励、引导当地居民开展好民族
文化传承，加强对民族节庆、民俗活
动、歌舞服饰等传统文化的研究，强化
梯田非遗的推介、利用等方式，推动哈
尼梯田非遗系统性保护，助力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非遗与青年“双向奔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
展文化产业，我深受鼓舞，也充满期
待。作为哈尼儿女，我有责任、也有义
务保护好哈尼梯田，传承好哈尼文
化。”回到家乡后，杨钰尼第一时间深
入基层开展宣讲活动，及时把“冒热
气”的全国两会精神，传达给家乡的父

老乡亲。
在红河县三村乡，她与村民们围坐

在一起，用朴实的话语向大家解读会议
精神、分享参会感悟，把党和政府的暖
心政策传达到父老乡亲们身边。

在昆明，她参加了“学习两会精
神 携手共创未来”——“强国志·
青春说”云南省青联大讲堂活动，在
宣讲两会精神的同时，围绕“因地制
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助力云南高
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主题，开展
分享交流，并表示将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作用，一如既往深入挖掘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会唱哈尼古歌、跳乐作舞、
懂民族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少，各级
政府除了要保护哈尼梯田等看得见的
物质遗产，更要对生产技术、歌舞艺
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大保护。”展望
新一年的履职工作时，杨钰尼表达了
对非遗文化活态传承的担忧，她计划
今年将“乐作舞”的音乐旋律与年轻
人钟爱的流行元素融合，创作一部独
具特色的舞蹈作品，创新性保护、传
承传统文化。

同时，她还呼吁广大青年要勇于承
担责任，积极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传承中
来，“我将引导更多学生做团结奋进的

‘石榴籽’，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
花。”

如今，在杨钰尼的带动下，红河哈
尼梯田不仅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更成为了非遗文化传承的活教材，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
而不懈努力。

全国政协委员杨钰尼全国政协委员杨钰尼：：

把非遗把非遗““舞舞””向世界向世界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刘玲玲

已是春分之日，天气和暖了。在
甘肃省正宁县宫河镇的一间屋里，省
级民间艺术家、香包制作技艺县级非
遗传承人王春霄正拿着一只精美香包
在台上讲着。台下围坐的多是中年妇
女，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正做着笔
记。

“王老师，带我一起做香包吧，
我也有时间。”

“欢迎！”
这样的场景和对答，王春霄记不

清有过多少次。一次又一次，她以香
包为媒，牵起当地农村妇女的致富
梦，也助推了这项古老的非遗文化的
民间传承。

让姐妹们在家门口就业

平针，锁针，打米子针，回针
……一根银针在巧手中来回游动，细
线穿梭，行云流水，不一会就勾勒出
一朵栩栩如生的牡丹花。王春霄清楚
地记着，幼时，她总盯着姥姥神奇的
手，对姥姥手下古朴而又浪漫的香包
刺绣无比喜爱。那时候，喜爱的种子
便在她心里发了芽。

从喜欢，到学习，再到挑起传
承的重任，这样一晃就是几十年。

“我们每代人都会在这块白色棉布上
绣上一朵花，到我这里是第四代。”

王春霄说。
开始就是跟着姥姥，后来到处拜

访当地有名的香包刺绣手艺人，王春
霄积累了技艺，也在积累中创新制作
了大量新样式的香包和编织挂件。令
她没想到的是，在她偶然参加的首届

“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上，她随意
摆放的香包，居然让自己不起眼的摊
位前挤满了人。“被外地游客‘一抢
而空’，还有一位客商要向我订购一
百件！”时至今日，说起那一刻，王
春霄还觉得不可思议，她笑着说，自
己当时的感觉就是，100件，啥时候
才能做得完呀！

回到家后左思右想，王春霄感觉
到，这是赚钱的好机会，于是她和女
儿成立了春秀阁香包公司，让正宁香
包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王春霄
也赚到了“第一桶金”。

率先富起来后，王春霄又操心起
远近的姐妹乡亲们，“有些宝妈和姐
妹们在外打工，家里的老人小孩没有
人照应。做香包是个好机会，在家门
口能赚钱。”

香包刺绣培训班在家门口开了，
当地的农村妇女纷至沓来，在王春霄
的教授下，开始用小香包改善自己的
生活。“农活忙的时候可以不做，技
术过关后也可以自己在家做。”一来
一往的教学中，当地姐妹们一些辛酸
的家庭困难，也更加坚定她开办培训
学校，并不断升级学校功能、服务农
村姐妹的决心。

“有个姐妹把娃锁在了家里，结
果娃把窗帘点着了，幸好发现及时，
娃没事。”为此，王春霄创办了全市
第一所香包讲堂与“托儿班”一体的
培训学校，宝妈们将孩子交给学校专
人看护，自己则踏踏实实地进入教室
学习手工。

就这样，在王春霄的带动下，村
中逐渐成立了一些香包小作坊，不少

农村妇女也学起了王春霄的样子跑到集
市上支起“小摊”，售卖自己制作的香
包，补贴家用。“集市上一场能卖几百
块钱，最多的时候能卖三千多元。”王
春霄欣慰地说。

一个香包联结两座城

“在这条创业路上，这些孩子——
天津财经大学的学生们，是我最想感谢
的人。”王春霄说。

原来，天津市与庆阳市对口合作，
许多天津的大学生跟随老师来到正宁调
研，并与王春霄结识。

“这些学生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将香包带进了天津的高校，不仅帮助我
售卖，还设计了新产品，这份雪中送炭
的情谊，我永远不能忘。”王春霄说，
在天津财经大学的倡议下，17所来自
全国不同地区高校的学生们连续三年利
用端午假期组织“守护希望 团圆香
荷”高校联盟义卖活动，累计向正宁县
全额捐赠25万元。

“每次我看到娃们大热天地站在外
面，一边流汗一边帮我们卖香包，我都
很心疼。”谈及义卖时，王春霄几次落
泪。为此，她专门用金线缝制了“天津
正宁心连心”的香包，两颗爱心紧紧相
连，一朵牡丹花绚丽开放，寓意着天津
人民带领正宁人民勇闯富贵之路。

“我们的情谊就像金子一样珍贵。”
王春霄用一针一线，也用这个小小的香
包，将两地紧紧地编织在一起。

搭上互联网的“顺风车”

王春霄的执着，“小香包”的“大
未来”，也打动了当地的一些年轻人投
入进来。白天设计图样、看图版，晚上
学习制作，工厂的机子能响到凌晨两三
点……这是王春霄的一位学生的学习日
常。

“这孩子叫徐浩楠，是我们庆阳
人，因为对家乡感情很深，他辞去了律
师事务所的工作后，专门到培训学校跟
我学作香包。”王春霄说，“除了肯吃
苦，他还热衷于在互联网上查阅资料，
并用年轻人的思维给公司带来了新的活
力，也让我看到了互联网电商的力量。”

“公司+农户+互联网”的模式，让
“小香包”搭上了电商的“顺风车”，在
网店和直播平台上，王春霄的香包再次
火起来。

“网上订货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直
播提高了销量，我们也灵活地把培训搬
到了手机上，姐妹们在家能学香包刺
绣，外地人也可随时关注。”王春霄
说，最近甘肃天水麻辣烫的“爆火”给
了徐浩楠很大启发，他们计划把庆阳香
包带到天水去，抓住热点，借用公众号
和短视频的力量，提升庆阳香包的知名
度。

如今，在多年的坚持下，王春霄从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成为当地乡
村振兴的带头人，她不仅自己走出大
山，更带动当地2000余位农村妇女就
业，促进当地人均年增收三千五百元。
如今，小小的香包不仅是宣传庆阳市的
名片，更成了庆阳市正宁县重要的致富
产业。

“王老师，您的香包培训会做到什
么时候，我家孩子长大了也想学。”在
培训课堂上，忽然有人提问，此起彼伏
的讨论声随即安静下来，台上台下彼此
相望，王春霄笑了：“只要有人想学，
有人需要培训，我会一直做下去！”

“香包情”绣出“致富经”
本报实习生 李梓源

“散装”的江苏，在春天吃新
鲜“草”方面竟然达到了惊人的一
致。以南京为代表，“七头一脑”
占据了菜市场在春天的绝对“C
位”。

其中“七头”指的是江苏春天
常见的七种野菜：枸杞头、荠菜
头、马兰头、苜蓿头、豌豆头、香
椿头和小蒜头——近年来，蕨菜头
也加入了“头”的行列，将队伍扩
大到“八头”。

而“一脑”则指的是菊花脑，
似乎是南京本地的独有食材。

如果仅看外表，菊花脑和观赏
菊花长得很像，都有半木质化的细
茎和茂密的羽状半裂叶片，但花朵
要小得多。

菊花脑供人食用的部分，主要
是嫩叶、梢尖，而不是花朵，所以
用它做的菜也经常用“菊叶”命
名。这么看，它和枸杞头、香椿头
并没有太大区别，为什么不叫“菊
花头”？

有一种常见的解释是，菊花脑
被采摘下来后很容易打蔫，菜市场
摊贩需要给它洒些清水、用湿布苫
盖，才能保持新鲜度。南京话里玩
水叫“涝水”，被水打湿的菊叶就
被叫成“菊花涝 （láo） ”。由于
老南京方言“L”和“N”不分，
被写成了菊花脑。

菊花脑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只
要按时浇水，在房前屋后、阳台花
盆都能蓬勃生长，足够随吃随摘，
从初春吃到盛夏。

菊花脑植株中含有多种挥发油
成分，其中包括类似樟脑化合物，
让它闻起来有一种特殊的清凉香
味，有人甚至能联想到风油精味。
这种味道的最大优势是自带驱虫效
果，所以种菊花脑很难出现虫子比
人先品尝叶子的情况，购买菊花脑
一般也不用担心农药残留问题。

菊花脑有时也被叫做菊花菜，
但市面上以此为名的蔬菜并不止它
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应该是同
为菊科植物的茼蒿，它也有“菊花

菜”的别名。此外，十字花科的乌
塌菜，又名塌棵菜、塔菜，也被叫
做菊花菜。

如果问南京人“菊花脑这种菜
怎么吃”，10人里有9人都会毫不
犹豫地回答：“烧汤！”

菊花脑自带清凉香气，入口后
有着略微苦涩的味道，咽下后口腔
中仍然蔓延着类似薄荷的微凉感
觉，甚至有人将它形容为“麻
嘴”。它不太适合重口味、浓油赤
酱的烹饪方式，清淡的做法最能体
现本味。

菊花脑蛋汤就是在南京最常见
也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将打散的鸡
蛋转着圈倒入沸水，再下入嫩叶，
一煮即熟，适当加点盐、滴点香
油，一锅汤水淡绿、蛋花如云的清
汤就做好了，比西红柿鸡蛋汤、紫
菜鸡蛋汤还要快手。

而在“没有鸭子能活着走出
城”的南京，也会用新鲜鸭蛋和菊
花脑一起做汤。

夏日的家常晚餐里，这锅汤往
往不急着上桌，而是在一家人吃到
七八分饱时端上来，汤水已经晾得
温温的，连菜带汤大口喝下，感觉
神清气爽，烦热和油腻感全消。菊
花脑的味道给南京小孩留下了夏天
的专属回忆。

菊花脑也可以像其他绿叶菜
一样清炒或焯水后凉拌，但由于
这种做法会让它的特殊气味更加
突出，第一次尝的人往往不太容
易接受，觉得在吃一盘口感鲜嫩
的中药。与笋片、豆腐、蚕豆
瓣、蘑菇等素食食材搭配同炒，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它的微苦
味和入口的凉感，清爽的特点仍
然保留。菊花脑另一个容易被接
受的吃法是与肉糜一起做成馅
儿，包成饺子或是大馄饨。

南京的特色吃法则是把它包进
汤包里，在馅中加入切碎的新鲜菊
花脑叶子，充分起到了解腻的作
用，特殊的清香增加了包子的鲜
味，是专属的“春日限定款”。

南京专属的“春日美食”
瑶华

供销社、人民广场、邮电所、
老茶馆、皮影室等，一排排颇具年
代感的建筑颇具特色；手推车、石
磨、铁犁、木耧、木锨等农具，更
是展示着浓厚的农耕文化气息。近
日，记者在宁夏与甘肃交界处的上
梁老街上，感受到传统村落文旅融
合发展的新面貌。

一直以来，如何在时间流逝中
留住乡村传统风貌，让村落成为宜
居宜业的美丽家园，也是社会各界
普遍关注的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宁夏区委
会主委王春秀便专门聚焦该内容，
建议进一步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传统
村落保护工作，不断加大传统村落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力度，推动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成效非常显
著。”但是在多次调研中，王春秀
发现不少地方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依然存在问题，“比如许多民宅自
然老化、损毁、倒塌现象较为普
遍，各种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现
有村落拆旧建新、弃旧建新，未形
成特色建筑风貌等。”

“针对这一问题，建议要为传

统村落保护提供多方政策支持，传
统村落名录也要建起来、建好，对
传统村落整体风貌加强管控，严禁
建设违章建筑，特别是避免‘插
花’混建和私搭乱建。”王春秀说。

王春秀也建议要积极鼓励社
会资本和各类经营主体参与，逐
步形成成熟的“政府+企业+村集
体+村民”混合运营模式，盘活
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提
高闲置民宅利用率。“拓展‘传
统村落+’模式也至关重要，建
议以特色农产品加工、农耕体
验、田园观光等活动为支点，差
异化发展‘画家村’‘养生村’

‘农耕村’等新业态、新产业。”
王春秀说。

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村民
参与度较低的情况，王春秀建议
鼓励村民利用民居，发展精品民
宿、休闲养生、疗养度假等产
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也可鼓励医生、教师、退休干部
返乡定居，采用认保、认养、认
租等方式，参与传统村落的保
护，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供内
生动力。”王春秀说。

全国政协委员王春秀就传统村落保护建言：

如何在时间流逝中留住乡村传统风貌？
本报记者 范文杰

“不误送娃不误地，
轻轻松松去赚钱。”在甘
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广袤
的黄土地上流传着这样的
一句致富口诀。口诀中讲
述的，正是当地妇女凭借
非遗项目的小香包，在家
门口就业、创收，绣出了
一段动人的“致富经”。

节的礼物季

深入乡村宣传全国两会精神，开展非遗美育进
校园，与民间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学习交流……近
期，刚参加完全国两会回到家乡的全国政协委员、云
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钰尼文化艺术
传承中心校长杨钰尼履职脚步不停，每日行程满满
当当。

杨钰尼的家乡——红河县，是世界文化遗产红
河哈尼梯田的所在地。作为“95后”的哈尼族姑娘，
每每工作间隙，杨钰尼都会身着传统服饰在哈尼梯
田间放歌起舞。多年来，她更是通过演出、教学等方
式，不遗余力地传承、传播哈尼文化。

“非遗不是散落尘土的老物件儿，而是生命里
的活化石。我的梦想就是将哈尼文化带出大山，让
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杨钰尼说。

近日，2024秋冬北京时装周举行。多场新国潮大秀连番上演，以独
特的风格和理念展示中国时尚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演绎国潮新时尚演绎国潮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