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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莫成

通讯员 周金标 周旭

刚出锅的豆腐、甜酒香气四溢，土家织锦五彩

斑斓、灿若云霞，陶艺坊、竹艺坊土家山歌阵阵……

土家山寨惹巴拉，好一个非遗“大观园”。

“惹巴拉”，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苗儿滩镇捞车村，在土家语中指“美丽的地方”。

惹巴拉作为土家族发源地之一，土家族传统文

化保存完好，被誉为“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天然博

物馆”“中国土家第一寨”，先后摘得“全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全国特色旅游名村”“中国第一批传统

村落”等十余个“国字号”金字招牌。

惹巴拉整合非遗资源，打造研学新业态，土家

织锦、打溜子、咚咚喹等 20 余个非遗项目和 40 多名

非遗传承人齐聚于此，既实现非遗活态传承，又带

动旅游业发展。2023 年上半年，惹巴拉景区共接待

游客 2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70 万元。

千百年风俗，承载浓浓乡愁

8 月 14 日，记者走进惹巴拉探奇。

洗车河和靛房河在此相遇，汇聚成捞车河，滋

养着世世代代的土家人。惹巴拉依山傍水、风景秀

丽，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村民至今仍保留大量的传

统习俗。

摆手堂前，土家族摆手舞、咚咚喹、茅古斯等传

统民俗展演，正在热闹上演，游客们看得津津有味；

冲天楼里，几名青年抬着花轿，在人群簇拥下，表演

土家婚嫁习俗，土家哭嫁歌也唱了起来，锣鼓喧天。

洗车河向氏铁匠铺里，传来阵阵敲打声，来自

洗车河镇的向明辉、向文兄弟，正在合力打制菜刀。

手工打制菜刀，可吹毛断发，经久耐用。

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土家织锦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刘代娥正坐在织机前，穿经断纬，“叭呔叭呔”

的机杼声悦耳动听，精美的土家织锦在巧手翻飞中

织就。

刘代娥今年 68 岁，从艺 50 多年来，收集整理旧

织锦百余件，不断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创新，研发双

面织锦技艺，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为传承土家族

织锦技艺，刘代娥坚持带徒授艺，目前共授徒 300 多

人。

一条清澈小溪穿村而过，两旁皆是古色古香的

土家吊脚楼。世居于此的土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在漫长的岁月沉淀中，传承着千百年的古老风

俗。

惹巴拉土家民俗体验中心，传来清脆的竹笛

声。走进一看，咚咚喹湘西州级非遗传承人彭继蓉

正在演奏土家族传统曲乐《巴列咚》，一根粗不及一

指、长不过五寸的小竹管，吹出曲调悠扬轻快，仿佛

将人带入土家山寨深处，风中弥漫的山花香气，是

记忆中浓浓的乡愁。

2019 年，景区邀请咚咚喹湘西州级非遗传承人

彭继蓉、田剑英入驻，搭建咚咚喹教学中心、土家民

族服饰体验中心、土家织锦教学中心，打造短视频

账号，线上线下同步推广土家文化。

除了固定的非遗工坊，每逢重大节会，龙山县

都会在惹巴拉举办非遗展演。惹巴拉，已经成为武

陵山区非遗展演、保护和传习中心。

今年 5 月 4 日，龙山县首届旅游发展大会暨第八

届舍巴日活动，在惹巴拉成功举办。湘鄂渝黔周边

上万名土家苗汉同胞齐聚惹巴拉，用最具民族特色

的歌舞表演，给来自全国的游客献上一场非遗盛

宴。

“土家文化不仅能看，还能吃”

凉亭桥上游人来来往往，碾房下的水车不停转

动。土家族珍视传统，各种非遗习俗已经成为族人

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走进巍峨耸立的惹巴拉宫，庄严肃穆感扑面而

来；置身万人摆手舞广场，锣鼓声隐约可闻，仿佛让

人回到了土司王朝时期。

2019 年，惹巴拉宫被定为我国第 33 座影视基

地，电视剧《血盟千年》在此拍摄。土家文化研究、土

家民俗展示、乡村旅游观光和电影电视拍摄，古色

古香的惹巴拉宫，已经成为游客必到的网红打卡

点。

19 岁的村民彭颖，中专毕业就回寨子当起了讲

解员，每个月收入都有四五千元。“多的时候，一天

要给十多个团讲解。”彭颖说，“能把家乡的美景民

俗介绍给外地游客，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价值。”

除了欣赏美景，品尝当地美食，也是一大享受。

漫步在沿河游步道，循着“咚咚咚”的声音望

去，两名土家汉子正举着木槌打糍粑。“糍粑蘸着黄

豆粉和红糖吃，土家人叫‘马打滚’，吃起来好香，快

来尝！”一名游客一个劲地劝大家来尝鲜。

“走累了喝碗甜酒，真爽！”甜酒制作也是当地一大

特色。60多岁的村民梁官翠在自家屋前，舀出一碗碗

甜酒给大家品尝：“土家文化不仅能看，还能吃！”

郭大妹农家乐，前来用餐的游客一拨接着一

拨。等待上菜的间隙，游客被院子里古老的石磨、繁

丽多姿的民族服装吸引，纷纷掏出手机拍照。土家

腊肉、土鸡、霉豆腐等特色菜上桌，鲜香四溢，游客

迫不及待大快朵颐。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还请了几个人帮忙。”老

板向美菊正在炒菜。郭大妹农家乐开办于 2008 年，

向美菊也见证了惹巴拉旅游的兴盛：“这两年生意

越来越好，一年纯收入接近 20 万元。”

像向美菊这样吃上旅游饭的，惹巴拉还有很

多。一座座传统吊脚楼，都变身成了炙手可热的民

宿。现在，村里共有 5 家农家乐、48 家民宿，床位 300

多张，旅游旺季，一房难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治

通讯员 李干

哥哥病逝，嫂子出走，侄女怎么办？接过来，家里就多了

一个大闺女。

姐姐重病，没人照顾。接到自己身边，看着放心。

母亲年事已高，独居不便。接到家里来，每天回来看得到

娘，感觉幸福。

贾远满今年 58 岁，住在长沙芙蓉区东湖街道韶光社区。

这位因半月板磨损，走路不太利索的普通家庭妇女，20 多年

来为亲人撑起一片天，用坚韧的毅力、淳朴的孝心，将至情至

爱诠释到了极致。

姐妹情真“你好了，家里就都好了”

8 月 16 日，记者来到贾远满家。早一向，她姐姐贾远颜因

患脑梗住院，经过细心照料，正在康复中。

贾远满一边为姐姐梳头发，一边安慰姐姐尽快好起来。

“你好了，家里就都好了！”

1999 年 1 月，贾远满的外婆、母亲、姐姐与哥哥一起生活

的家庭发生变故：哥哥贾远健罹患淋巴癌半年后，不幸病逝，

嫂子不堪重负，离家出走。当年，贾远满将外婆、母亲、姐姐接

过来一起生活。

自此，贾远满家这套不足 6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挤满了一

家七口，吃饭时坐一大桌。邻居都说，贾姐家吃饭就是“家庭桌边

议事会”。

姐姐贾远颜因患小儿麻痹症，腿部残疾，后又 3 次患脑

梗，吃喝拉撒靠人照顾。无论炎夏还是寒冬，贾远满夫妇都给

予姐姐无微不至的照料，做饭、喂食、端盆、擦拭，20 多年如一

日。

姐姐平日里最爱听歌，贾远满买了一个收音机，让姐姐躺

在床上也能听到喜欢的老歌。

邻居们说，每次经过贾远满家门口，总是看到这样一幕：

贾远满的女儿和侄女晓晓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写作业，老母

亲坐在藤椅上做点针线活，贾远满在里边给床上的姐姐翻身

擦拭。“虽然很辛苦，但在姐姐面前，她始终面带笑脸。”

事母至孝 照料母亲生活毫不含糊

贾远满的母亲今年 93 岁，精神头特别好。她告诉记者，贾家兄弟姐妹之间一直都

有互相帮助扶持的传统。

老人家看上去精神矍铄，其实体弱多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膀胱癌等多

种疾病。

贾远满自己两个膝盖的半月板磨损严重，走路只能踮着脚慢慢移动，但每天照料

母亲生活起居，毫不含糊。

她担心母亲在家感觉闷，便特意为母亲买了一张轮椅，天气好的时候，推着母亲出

去看看蓝天、呼吸花草香味、晒晒太阳，陪母亲聊聊天；为了让母亲吃得更健康、有营

养，家里一日三餐经常按照母亲的口味喜好准备饭菜，花心思做母亲爱吃的、软糯易消

化又有营养的食物。

随着母亲年事渐高，母亲大大小小的病也越来越多。母亲住院了，贾远满便家里、

医院来回跑，不仅要顾着姐姐，还要顾着母亲，每日里陪护、送饭，直至母亲康复出院。

对姐姐也是如此。早一向姐姐住院，她咬牙凑钱在医院请护工照料，自己则在家里

照顾母亲。两边都没有耽搁。

“有时候给妈妈和姐姐洗个澡，都要花1个多小时。”尽管如此，她仍然任劳任怨。20 多

年过去，贾远满和爱人硬是将这个七口之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姑侄大爱“我就当成自己的大女儿养大”

早在 1998 年，贾远满的大哥贾远健突发重疾时，嫂子舍下年仅 10 岁的幼女晓晓和

身患重病的哥哥，离家而去。

那个时候开始，贾远满就将侄女晓晓带到身边抚养，直到其成家立业。“晓晓是我

的侄女，我不可能不管她，将她推给社会或者其他人。”

“我就当成自己的大女儿养大，其实晓晓也没让我操多少心。”贾远满将侄女视如己

出，与自己女儿同吃、同住、同上学。

夏天停电的夜晚，她打着蒲扇哄晓晓睡觉；冬天寒冷的早晨，她骑着自行车摇摇晃

晃地载着晓晓上学；晓晓高考时，她给晓晓炖鸡汤补充营养，叮嘱她放松心态；考上好

学校了，她为晓晓庆祝，嘱咐好好学习……胜似双亲之爱，让晓晓更加懂得感恩与珍

惜，学习和工作都很努力。

面对记者，贾远满对这个已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当护士的“大闺女”赞不绝口，说

她在单位工作表现非常好，年年都是先进。“家人或者邻居生急病、看病等，每次她都用

心帮衬。”

说起这些，贾远满一脸自豪和幸福。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亚平

8 月 15 日，中国援巴烈属老兵赴巴访问团走进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郊外的星光村，来到村里的

爱心小学堂。客人刚下车，就被热情的村民包围。六

七名男子抓起大把大把的玫瑰花瓣撒向空中。花瓣

纷纷扬扬，撒落在客人的头上、身上和地上，仿佛下

了一场“玫瑰雨”。

援巴烈属老兵为何千里迢迢前来造访星光村？

因为星光村和爱心小学堂的创建者，是本次“重走

喀喇昆仑公路”活动的铁杆支持者、河南人王龙飞。

王龙飞网名叫“小飞”，抖音粉丝逾千万。

千里送“鹅毛”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老兵和志愿者一到学

校，就给小朋友送书包。笑容满面的孩子们捧着客人

赠送的礼物，用流利的中文齐声说：“开心，谢谢！”

老兵田念胜、烈属王德新给全村男女老少赠送

万金油和风油精。

为啥送这种小礼物？田念胜解释，当年援巴时，

随身带着不少万金油和风油精。当地群众谁肚子

疼，擦一点在肚上，就不疼了；谁家孩子发烧，擦一

点到头上，就退烧了。在当地群众眼中，万金油就是

能治百病的“神药”。

在爱心小学堂旁边，访问团成员和星光村孩子

们一起种下友谊树。

看着操场边两棵挺拔的白杨，岳阳老兵刘献荣

情不自禁邀请战友唱起《小白杨》，唱着唱着，仿佛

又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浪漫主义者

星光本无村。它原是伊斯兰堡 E11 区一片名叫

“沟儿大”的荒野。2017 年，小飞来到伊斯兰堡一家

华人餐馆打工。看到中国人提着物资往乡下去献爱

心，他好奇地跟着拍照、发朋友圈。

朋友说，做公益挺好，只是朋友圈的传播有限，

建议发到互联网。

于是，小飞就在网上注册自己的账号，推送一

些中国人给当地困难家庭献爱心的内容。很快，账

号热度上升，他的粉丝也随之不断壮大。

小飞出生在农村，只读了小学就到广州摆地摊、送

外卖。“打小很少有人夸过我，现在这么多人为我点赞，

受宠若惊，也挺自豪的，所以越干越起劲。”

E11 区郊外的旷野上，小飞发现有来自各地的

贫困人家，大都搭一个小棚子栖身。

“要是能给他们盖一些房子就好了。”他想方设

法赚钱、筹资，着手谋划给当地困难群众盖房子。

他先找富人租地，再找有关部门做规划，筹钱

买建材，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干起来。

苦干几年，他终于给 20 户困难人家盖起连片的

砖混结构房子。

一个自然小村落形成了，小飞给它取名“星光

村”。“希望以星火之光，助力那些困难群众点燃生

活的希望！”

由此看来，小飞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者。

爱心小学堂

交往多了，小飞还发现，当地不少人家带着孩

子乞讨。

“这怎么行？孩子们得读书呀。”他又在当地筹

建起学校，取名“爱心小学堂”。

学堂里仅有一间教室、一个放映室。教室里摆

着 10 套课桌、一个书架。黑板上方，端端正正写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可能是巴基斯坦最小的学校，却是星光村孩

子们追梦之旅的首发站。

光有学堂是不够的，还得有师资。小飞请来当

地姑娘马努儿教英语、乌尔多语；还从国内请来天

津音乐学院高材生杨浩教中文。

“杨老师，除了教中文，还教些什么呢？”

“教音乐，教汉语歌。我用歌唱的方式来教孩子

学中文、学唐诗。”

“效果怎样？”

“还不错。孩子们都会讲中国话，还会背唐诗，

能唱中文歌曲。”

携爱走天涯

杨浩把孩子们召集到小操场里，排成 3 列纵队，

唱起了中文歌曲《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天之涯，地之

角，知交半零落……”听着这优美的旋律，大家心中

满是感动。

孩子们接着唱响杨浩原创的《星光》：“心连心，

手挽手，我们是一家。你若问我心何往，携爱走天

涯。有梦去追的日子，星光遍地洒。”

当大家还沉浸在追梦的旋律中，一首欢快温婉

的《甜蜜蜜》又在耳畔唱响。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

当这首国内家喻户晓的《茉莉花》被这群外国小朋

友唱出来时，老兵曾跃辉连忙掏出口琴伴奏；志愿

者黄月红、王鸽音、查娟，烈属赵万霞姐妹俩也边打

拍子边唱歌，一起融入师生队伍。

低头思故乡

“现在，咱们背唐诗。”杨浩说。

孩子们脱口而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

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小朋友会背李白的《静夜思》吗？记者问。

“会！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

还会什么诗呀？记者再问。

“还会‘挖呀挖’。”

记者不解，示意他们继续表演。

不料，孩子们竟然唱起：“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

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来自湖

南邵阳县小天使幼儿园的志愿者白丽君也和孩子

们一起载歌载舞。

相信中国心

“小飞，你会教孩子什么呢？”记者问。

“我会教他们，既要有信仰，更要有理想，还要不断

学习、实践。我就带着他们干活，手把手教他们做事。”

开始没几个孩子跟他学，后来慢慢就多了，8

个、10 个、20 个、28 个。

这是最小的学校阵容。

记者问一位叫“阿甘”的同学，你信小飞吗？

他扑闪着大眼睛反问：“怎么不信？！信啊！以前

我没见过外国人，自从接触了飞哥，觉得他心好，就

相信中国人是最友好的，所以我就开始学中文。”小

家伙接着又补充道：“我相信飞哥，也相信自己。自

己不努力没用。所以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记者问，你相信中国吗？

“相信！中国人帮了我们这么多年，帮了我们这

么多人，怎么不相信？飞哥心那么好，我相信所有中

国人的心都是一样的好！”

让非遗活起来
让非遗火起来

情醉土家文化，承载浓浓乡愁
——龙山县惹巴拉以非遗活态传承带动旅游业发展

重走喀喇昆仑公路 伊斯兰堡郊外的爱心小学堂

8月 15日傍晚，雨后的洪江市黔城镇上空，彩虹横跨山水间，壮美如画。 胡浩 摄雨后彩虹映小镇

湖南日报 8月 17 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铭俊）16 日 ，2023 年 全 国 科 学 实 验 展

演汇演预选赛暨湖南省科学实验展演汇

演总决赛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 18 支代

表队展开精彩竞演，带来各种科学实验

“秀”。经过激烈角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代表队凭借《神奇的液态气体》节目夺得

一等奖。省内近千名中小学生到场观看，

直播观看和互动超 60 万人次。

参演队员们围绕物理、化学领域的

相关知识，通过实验向观众展开科普分

享——闪电、雷暴、台风、龙卷风等大自然

现象，在小小实验台上复制模拟；杠杆、滑

轮、齿轮这样的日常物品，带来了神奇的

“魔幻演绎”；许多高端前沿的科学知识，

被拉近至大众中间，而一些日常生活中的

“流言”，也在观众们的见证下去伪存真。

展演中，长沙海关技术中心代表队就展示

了“隔夜菜中亚硝酸盐的真相”：常温储存

的隔夜菜中，亚硝酸盐增加的量比低温储

存下增加的量要大得多。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将广泛

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科普事业，发动院

士、专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利用科研院

所 、高 等 学 校 、科 创 基 地 的 优 质 科 普 资

源，为全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科普服务。

同时，我省还将不断创新科普工作的方

式方法，激发广大青少年求知探索的欲

望，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培养重要的后

备力量。

18支代表队科学实验“秀”科普

2023年省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决赛举行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李丽华）16 日，湖南省作物学

会组织安徽省农科院、广东省农科院等单

位专家，对汉寿县聂家桥乡十甲山社区再

生稻千亩示范片头季现场测产。经专家组

现场测量，该示范片再生稻头季平均亩产

干谷 877.7 公斤，创全国再生稻头季高产

新纪录。

在十甲山社区再生稻千亩示范片，金

黄的稻谷颗粒饱满，压弯了稻穗。专家组

随机选取 3 丘再生稻稻田，采用联合收割

机进行实割测产，按照农业农村部超级稻

测产计算方法，稻谷经去杂、测定水分，折

算成标准含水量 13.5%后，计算实际亩均

产量。

“有效穗多，穗大粒多，长势均衡，田

间无明显病虫害，秆青粒黄，落色好，腋芽

生长健壮。”湖南省再生稻首席专家、湖南

农业大学唐启源教授介绍，十甲山社区再

生稻千亩示范片选用高产优质水稻品种

“玮两优 8612”，3 月 15 日播种，4 月 15 日

至 18 日机插，约 120 天成熟，具有质优、高

产、抗倒伏能力强等特点。

今年，常德推广再生稻面积超 59.4 万

亩，推广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促进再生

稻增产增效，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

常德创全国再生稻头季高产新纪录
再生稻头季测产亩产干谷877.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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