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地方之窗地方之窗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

记者手记▶▶▶

张
武
昌
绘

张
武
昌
绘

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西南
边，有一座由滩涂围垦而成的海岛，叫做三
民岛。岛上土壤富含有机物，主要种植大
蕉，“十里蕉园十里香”。然而海岛台风频
发，岛上的供电很容易受到影响。

为防止水淹耕地，三民岛上建设了 4 个
大型排涝站及20个小型泵站排水，所有排涝
设备都依赖着岛上仅有的一条建于半个世纪
前的10千伏供电线路。

何 先 生 是 岛 上 的 种 植 大 户 。 据 他 回
忆，有一年强台风天气全岛停电，岛内排
涝设施全部停摆，他的 100 多亩蕉地被淹，

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130 多万元。“种植业
靠天吃 饭 ， 希 望 能 对 这 里 的 供 电 设 施 升
级改造，停电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何
先生说。

海岛送电，绝非易事。南方电网广东广
州供电局下定决心，不能让供电问题成为百
姓的“揪心事”。经过多方讨论研究，岛内的
供电模式由“单辐射”转变为“2—1”单环
网，通过“一主一备”的接线模式，从源头

上解决三民岛供电可靠性低的问题。
三民岛四面环海，供电线路如何入岛成

为最大难题。经过反复沟通论证，广州南沙
供电局最终决定在三民岛南部采用跨海顶管
的方式，穿越洪奇沥水道敷设电缆进岛，将
岛上馈线与岛外馈线建立联络，形成异站供
电的新格局。据悉，项目跨海顶管长度为
1026米，单段电缆长度达1040米，成为目前
广州单段电缆长度最长的电缆。

随着“合上开关”一声令下，三民岛第
二条电力“生命线”顺利投产送电。在送电
现场，何先生兴奋地说：“以后不用担心我的
香蕉因为停电被水浸了！”

第二条电力“生命线”为三民岛的种
植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民岛民建村村民
们看着一排崭新的 10 千伏供电线路说道：

“这条供电线路确实解决了我们村的供电难
题”，“对我们村以后的发展能起到很大的
帮助”。

三民岛供电质量的有效提升，不仅解决
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也为海岛乡村
振兴带来了新机遇。未来，三民岛计划重点
发展旅游业，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居民
宿、采摘园，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乡村新
风貌。

秀出家乡好光景

身着黎族苗族服饰，手持家乡特产，公
园是T台，村民是模特。太阳刚落山，五指
山脚下灯火通明，“村秀”开始上演。秀场
上，业余模特像模像样；秀场下，父老乡亲
掌声连连。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村秀”在
海南省五指山市刮起“最炫民族风”。

与时尚走秀的高门槛不同，在“村秀”
的T台上，参与走秀的模特不少是土生土长
的本地村民和基层乡镇干部。从 70 多岁的
阿婆，到不足5岁的孩童，男女老少一起上
阵。而台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亲友团”
让现场人气十足。

“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推动黎族苗
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希望通过时装秀这种
富有创意和表现力的方式，引起人们对民族
文化的关注和重视。”五指山市委书记朱宏
凌介绍，本次活动旨在激发群众对传统文化
的认同，同时带动当地民族产业和旅游业的
发展。

“起初我很犹豫，觉得自己从来没参加
过这样的活动，怕出洋相，后来看到身边不
少人报名，胆子也就大啦！”南圣镇南圣村
委会什泉村村民谭小倩告诉记者，参加活动
的村民干完农活后每晚都会一起排练，走台
步、摆造型、定点转身……慢慢地，邻里关
系更亲密了，自己也比之前更自信了。

“‘村秀’是秀场也是赛场，舞台比拼
环节激发了村民强烈的集体荣誉感。”通什
镇党委书记赵茂冰告诉记者，村民们从服饰
挑选、队列编排，到走秀排练都格外用心，
来自镇里各行各业的模特们还会在排练之余
一起“头脑风暴”，从完善细节入手，展现
家乡独特之美，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各乡镇展示主题鲜明，一场场时尚秀令
人大饱眼福。毛阳镇专场以跨时空“对话”
海南为主题，传递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红色革命精神；畅好居专场通过“忆
往昔：岁月如歌”“行大道：谱胶园时代”

“祝福祖国：风华正茂新征程”3 个篇章，
演绎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呈现了一
台富有厚重历史感的海南特色农垦大秀；
毛道乡专场将低碳环保理念巧妙地融入服
饰设计上，将旧报纸、旧布料等废弃材料
变成时尚的艺术品，传递环保理念，倡导
低碳生活。

“今年的每场‘村秀’我都看了。”从事
服装设计工作的广东游客黄先生告诉记者，
他和朋友们都是奔着这场活动赶到五指山。
据统计，活动期间共有 4 万多人次现场看
秀。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通过网络直播观
看“村秀”，网络平台观看量超 58 万人次，
点赞数190多万人次。

创新演绎特色文化

90后陈孟丽是一名黎族姑娘，大学毕业
后选择返乡创业，从事黎族服装制作。她是

“村秀”畅好乡专场的设计师，演出的火爆
让她倍感欣喜。

“接到‘村秀’的服装设计任务时，我
们一心想把传统黎族元素和现代服饰有机融
合到一起，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反复易稿，
最终选择了将黎锦元素以及桫椤群落、徒步
骑行等特点展现在现代服饰当中。”陈孟丽
说。演出受到乡亲们的交口称赞，这让她更
加坚定了将黎锦文化传承下去的决心。

陈 孟 丽 还 打 造 了 黎 锦 品 牌 “ 布 黎 布

舍”，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一年营业
额超过百万元。黎锦制作精巧，色彩鲜艳，
陈孟丽告诉记者，她的团队设计的产品，局
部采用手工黎锦面料，有的保留原汁原
味，有的经过现代改良。“印有黎锦元素的
雨伞、帽子、驱蚊贴等产品都是热卖款。
毛纳村的线下门店，一天的销售额最高达
到 3000多元。”在陈孟丽看来，让黎锦走进
人们的日常生活，才是对黎锦文化最好的
传承。

此次“村秀”，当身着民族服饰的村民
手持特色农产品登台，家乡特产也跟着他们
一道增加了“曝光度”。南圣镇的百香果、
毛道乡的火龙果、水满乡的茶叶、番阳镇的
青瓜、通什镇的兰花……村民们将当地特色
产业元素与民族服饰相融合。南圣镇党委副
书记黄彪指着 T 台上的“百香果仙子”说：

“这是我们围绕百香果产业设计的服饰。”他
告诉记者，南圣镇采用村集体合作社的方式
种植百香果，并且挖掘百香果衍生特色产
品，通过发展百香果“庭院经济”等打造乡
村品牌，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加当地农户
收入。

今年，南圣镇毛祥村种植“钦蜜九号”
百香果面积达 220 余亩。截至 9 月底，全村
销售百香果27万斤，收入超过100万元，累
计带动村民务工500余人次。

看“村秀”，逛非遗文化集市，品州府
地道美食……“村秀”带火了当地旅游，
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五指山市接待游
客 1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6%，带动旅游
收入 6636 万元。五指山市已经开始谋划明
年的“村秀”，计划让更多村民参与。同
时，五指山市还收到了海南国际车展主办方

的民族服装展演邀请，正与河南文旅集团
洽谈“村秀”商业运营模式，形成可持续
增收的文化项目。

在国际舞台绽放光彩

今年 8月，五指山与时尚教育品牌意大
利马兰戈尼学院进行合作，意在从时尚化、
市场化、国际化入手，推动黎锦技艺升级与
纺织时尚产业接轨。陈孟丽通过选拔，即将
前往进修。

据介绍，今年来，五指山市先后派出 3
批次共 50 名的非遗人才，赴意大利米兰时
装周进行非遗服饰及技艺展示，参加新加
坡、马来西亚旅游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同时
与国外知名时尚院校等机构合作，开展黎锦
服饰设计培训。

“赴海外参加活动，除了能让更多人认
识黎锦、了解黎族文化之外，我们也会吸收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设计理念，在我们的产品
中加入更多时尚元素，让古老的黎锦技艺不
断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说。

各方的大力支持，也让五指山更多的非
遗传承人有了坚守的动力。

鼻箫清幽低沉，灼吧婉转柔和。一曲合
奏 《黎家变了样》，演绎出了新时代黎家人
在山水田园间的幸福生活。演奏者是两位黎
族竹木器乐代表性传承人——黄丽珠、黄进
香，“这几年，政府对非遗文化的支持给了
我们很大鼓舞。”二人正在为接下来的演出
做准备。

黄丽珠、黄进香同为五指山之声黎族竹
木器乐乐团的成员。2016年，五指山之声黎
族竹木器乐乐团成为海南省第一支黎族竹木
器乐文艺团体，演奏筒勺、灼吧、鼻箫、口
弓、拜、唎咧、叮咚和独木鼓等黎族传统竹
木器乐。2021年8月，乐团更名为五指山之
声黎族竹木器乐团有限公司，至今已赴英
国、俄罗斯、波兰、德国、马来西亚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交流演出，将黎族器乐带上国际
舞台。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更加喜爱传统民族乐
器，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乐团一直尝试
在创新中保护、发展。黎族竹木器乐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团长黄海林对传统的鼻箫、灼
吧等黎族乐器进行改良，解决了音域窄、音
色低等问题，既能用传统鼻箫吹奏原始民
歌，又能用改良版的鼻箫演绎现代曲目。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传统民族乐器
的‘村秀’。”黄海林说。

眼下，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乐团正
在筹划研学活动，让更多的学生近距离感受
黎族竹木器乐之美。“目前，五指山市已创
建非遗传习场所 22 处，设立非遗工坊 7 家，
将进一步发挥非遗传承名师‘传帮带’的作
用。”五指山市文化馆副馆长王宇钊说。

（毛亚晶参与采写）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海岛送电 振兴乡村
温馨婷

海南省五指山市大力推动黎族苗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

“村秀”：民族文化的时尚秀
本报记者 赵 鹏 曹文轩

村民也能走上T台当模特？
在海南省五指山市，答案是“可以！”

“这是我邻居！”“一点不像是业余
的”……11月11日，为期近两个月的五指
山市民族时装“村秀”系列文化活动落下帷
幕。活动期间，来自五指山各乡镇、畅好居
等的民族时装“村秀”代表队以文化、艺
术、农特产品、名胜风景、民间技艺等为内

容走秀，参加“村秀”舞台比拼，展现乡村
文化特色。

“一听说家乡有走秀表演，我马上带着
姐妹们来参加！”五指山市毛阳镇毛栈村王
艳是海南省老干部艺术团模特队的一员，眼
看这几年家乡变得越来越好，她感慨道：

“以前是我们村民走出去，现在是游客们走
进来！”

“村秀”的火热，并非偶然。近年来，
五指山市以大力保护和传承、发展黎族苗族
文化为抓手，积极推动黎族苗族优秀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举办雨林音乐会，
创作黎族原生态竹木器乐剧 《鱼姑娘的传
说》，举行“奇遇·五指山”文旅演艺作品实
景演出，举办竹竿舞大赛……非物质文化遗
产正在五指山市以多种形式“热”起来。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
生活，是我们党一直以来
的执着追求。

我所在的海南省琼海
市潭门镇潭门村是个滨海
渔村，近些年为了加强海
洋生态保护，渔民们面临
着转产转业的问题。作为
潭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我深感责任沉甸
甸。村两委认真讨论研究
后决定，要紧紧抓住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大
力发展休闲渔业和海洋民
宿产业，拓宽渔民的增收
手 段 。 带 领 渔 民 “ 造 大
船、闯深海、捕大鱼”，引
导渔民“往岸上走、往深
海走、往休闲渔业走”，探
寻渔业转型新路，是我们
潭门村正在努力的方向。

转产转业，需要技术
和资金。我经常带领村干
部对接科研院校给渔民培
训，定期组织党员和渔民
去示范村镇参观，去银行帮助村民联系
贷款。

2017 年 11 月，海南省首个休闲渔业试
点项目落地潭门。我趁热打铁，鼓励潭门
渔民以渔船入股等方式，加入公司参与休
闲渔业发展，发展特色渔家民宿。

近年来，潭门村成立了休闲渔业合作
社和海水养殖合作社，组织村民整合了全
村100多个鱼塘，规模化发展休闲渔业和海
水养殖业；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村民开
起了海鲜美食店，经营海洋主题民宿，提
供潜水捕捞等旅游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潭门村的海
上观光、民宿、渔家乐等休闲渔业项目随
处可见。在潭门港码头，海鲜餐厅顾客盈
门，主题民宿常供不应求……传统渔业项
目变成了旅游项目，潭门赶海节等文化品
牌成为当地知名的文旅品牌，吸引大量游
客来到潭门村。潭门村转型后，渔民们少
了赶海的辛苦，日子越过越富足。

建党100周年，我被党中央授予“七一
勋章”。我一定牢记嘱托，不辱使命。作为
党的二十大代表，我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带领潭门村党员、
群众，努力把潭门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富裕。

（作者王书茂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海南
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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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参与 非遗火热
曹文轩

在五指山市“村秀”T 台现场，来自各乡
镇、畅好居的代表自信地走上舞台，用独特且
接地气的方式讲述他们与这片土地的故事。他
们自信大方，身着日常的民族服装，携带优质
的本地特产，在山水田园的帷幕下，展示家乡
之美，表达着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避免非遗成为搁置的宝藏，如何发挥其最
大价值？这一直是人们探讨的话题。五指山

“村秀”进行了探索：让非遗紧密联系群众，以
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从中有所感悟。如此，非遗保护与发展才能不
断焕发新活力。

照片说明：
图①：“村秀”中的黎族婚俗展示。
图②：T台上的农垦服装秀。
图③：意大利马兰戈尼学院设计的“村

秀”服装。
图④：“村秀”现场观众。

（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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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沙供电局工作人员正在三民岛上开广州南沙供电局工作人员正在三民岛上开
展带电作业展带电作业。。 龚龚 甸甸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