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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贵 通讯员 易琳） 10月
24日上午，“颂歌献给党”—邵
阳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主题演讲比赛在市松坡
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市 14 个
代表队的 28 名选手用富有魅

力的声音，带领听众去感受
革命先烈的初心信仰和家国
情怀，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本次比赛由市文化旅游
广电体育局主办，市松坡图书
馆承办。比赛紧扣“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一主

题，以演讲、朗诵等表现
形式，深刻诠释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比
赛设成年组和少儿组。

比赛现场，参赛选
手激情饱满地朗诵了
《十年寻党谱忠贞》
《一 份 特 殊 的 传 家
宝》《一条皮带的故
事》《甲午》《读中国》

《独臂将军贺炳炎》等
作品。选手们用鲜活的

事例、深情的表白，或铿
锵有力、或婉转柔情、或
慷慨激昂，礼赞中国共产

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表达出真挚的爱国爱党情怀，
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和担当作为。评委从演讲内
容、演讲技巧、演讲效果、演讲
时间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经
过激烈角逐，共产生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9 名。
其中，黄可涵和莫湘珺分别获
得少儿组和成人组一等奖。

当天，“书卷故人 图韵流
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书画展同步举行。展出
的书画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多
样、品位高雅、意蕴隽永，颂扬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发展
的百年历史巨变以及人民的幸
福生活，同时也展示了作者的艺
术才华及对艺术的炽热追求。

奋斗百年路 颂歌献给党
——我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演讲比赛

10月20日上午，位于市区魏
源文化市场内的邵阳土布纱绣传
习所里，邹桂花端坐在绣架前，左
手按着布料，右手的针线一上一
下熟练地游走在土布上。在她的
一双巧手下，凤凰、仙鹤等图案跃
然于布上，呼之欲出。

飞针走线传承祖传手艺

“这幅作品将现代与实际相
结合，中间绣有一对凤凰，下方用
雪花、麦穗进行点缀，寓意吉祥如
意，表达对美好婚姻和幸福生活
的向往。”指着自己新近创作的土
布纱绣作品《吉祥凤凰图》，邹桂
花绘声绘色地介绍。在土布纱绣
传习所的墙上和地上，挂着、摆满
了邹桂花绣的邵阳土布纱绣作品

以及参赛获奖的一块块奖牌，见
证着她多年来传承这一针尖技艺
的成果。

邹桂花出生于洞口县高沙
镇，奶奶是一个绣花能手。自幼
在奶奶的熏陶下，邹桂花便跟着
奶奶与妈妈学习刺绣，十来岁便
能绣出简单的图案。土布纱绣源
自春秋战国时期与古代苗族、瑶
族、土家族人民等的“家织布”，俗
称“绣花”。以麻、棉、纱为材料，
经过草本植物，饰以禽兽等纹样，
构图精美、美观实用，绚丽斑斓的
色彩与变幻的图案花纹，交相辉
映、寓意深沉。但由于现代机械
工艺的冲击和年轻人对土布纱绣
文化的不了解，这门传统古老手
艺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看到这种现状后，邹桂花决
心要把这个传统技艺传承好，别
让它失传了。经过不断的挖掘和
探索研究，通过自己灵巧的双手，
在千年古老的绣法上推出新的技
艺，她将传统湘绣与土布纱绣巧
妙揉合，增添了实用性和观赏性，
将千年文化土布绣的美展现在世
人面前。

悉心传授技艺不遗余力

邹桂花深知，老祖宗传下来
的好东西不能失传，一定要保护
好、传承好，与时俱进发展好。于
是，她将单人传承扩大为群体传
承，一方面以“绣”会友，在互联网
上发布制作工艺进行宣传推广，另
一方面不断寻找和培养优秀的人
才进行传承，把非遗文化带进学校
和社区。邹桂花先后在市特殊教
育学校和双清区开办培训班，共培
训300余人，亲手传授数十人。并
与市残联开展合作，为残疾人士提
供就业基地，先后为10余人解决
或介绍工作。同时，她招收徒弟，
从传统文化到书画鉴赏，从美术基
础到绣花技巧，她悉心指导，倾囊
相授。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
这种珍贵的民间传统手艺传承下
去，并发扬光大。

在邹桂花的熏陶下，女儿龙
洁 5 岁时开始学习绘画，10 岁时
学习刺绣，15 岁协助她创作《轮
回》并荣获2017年度由中国工艺
美术协会举办的深圳“金凤凰”设
计大赛铜奖。2020 年，在深圳举

办的“金凤凰”工艺品创新设计大
赛上，她和女儿共同创作的作品

《土布纱绣民俗吉祥图》再获铜
奖。2019 年 4 月，双清区文旅广
体局将邵阳土布纱绣项目列入保
护名录，将邹桂花确定为市级非
遗传承人，她匠心坚守、创新传承
的信心更足了。

十余年来，邹桂花的作品因
做工精细、构思精巧屡获大奖。

《太阳花》获2011年中国工艺美术
“百花奖”铜奖，《秋韵》获2016年
度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2017年，《赶牧图》《秋韵》入展第
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
产节非物质文化展。2018年，《民
俗风情图》荣获深圳“金凤凰”设
计大赛金奖。

她不断研发贴近时代、贴近
生 活 的 产 品 ，深 受 顾 客 青 睐 。
2019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0 日，她
参加由全国妇联在宁夏银川举办
的“一带一路”妇女手工创业创新
项目成果展，带去参展的土布纱
绣大单肩包、摆件等大受欢迎，被
抢购一空。

邹桂花透露，目前她正在筹
建一所民俗非遗体验学校，预计明
年就可以对外开放。该学校以邵
阳土布纱绣系列产品为主推非遗
项目，同时展示邵阳非遗项目等，
邀请市民进行参与体验，培养市民
对非遗项目的兴趣爱好，让更多人
了解邵阳非遗、爱上非遗，让传统
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并把土布纱
绣发扬光大，走向全国全世界。

传承针尖上的文化
——记邵阳土布纱绣传承人邹桂花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邝薇） 10月19日，文旅部公示了2021-2023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拟命名名单，隆
回县虎形山瑶族乡（花瑶挑花）上榜。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1987年文化
部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民间文化艺术、加强
基层特色文化建设而设立的文化品牌项目，命
名周期为3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花瑶挑花，是隆回
虎形山瑶族传统文化瑰宝，著名作家沈从文先
生赞叹为“世界第一流的挑花”。花瑶挑花讲
求实用，追求色调美观。“远看色彩近看花”，她
们喜欢用强烈的刺激色彩，让整个服饰形成冷
暖协调、鲜艳夺目，花瑶美誉因此而来。花瑶
挑花扎根民间，代代相传，人人参与，花瑶女性
从小就受到挑花技艺的熏染，六七岁就开始学
挑花，一直挑到人老眼花。

为使花瑶挑花在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隆
回县虎形山瑶族乡组织瑶族妇女利用农闲时
间互相切磋挑花技艺，组织学生在课堂里学习
挑花，组织全乡挑花大赛，使花瑶挑花发展成
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深厚群众基础的民间民
俗文化和工艺美术的绝品，花瑶挑花及旅游也
深受国内外专家、游客青睐。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公示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入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10月14
日至19日，“新疆是个好地方——对口援疆19
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新疆美术馆开
幕。作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精选的代表性
非遗参展项目之一，邵阳蓝印花布惊艳亮相，
大放异彩。

展览以“文化的瑰宝·人民的非遗”为主
题，设置对口援疆19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展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两大板
块，共展出了209项独具特色的非遗代表性项
目。展览包括非遗项目静态展览、传承人活
态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专场演出、现场
直播等，多维度展示非遗的独特魅力。

在湖南展区，邵阳蓝印花布展位前人气
爆棚，深受观众喜爱。邵阳蓝印花布又称“豆
浆布”，源自远古时代苗族、瑶族人的“阑干斑
布”和“蜡缬”。邵阳蓝印花布曾在上千年历
史中把持着“时尚潮流”，然而在现代纺织工
艺的冲击下，邵阳蓝印花布曾一度湮没。如
今，经过邵阳县的抢救性挖掘和发扬，蓝印花
布又重回人们视线。

2008年，邵阳蓝印花布入选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邵阳县启动了招商引
资，吸引企业和个人发展蓝印花布产业。杨彩
虹被家乡发展非遗产业的执着打动，返乡创
业。作为邵阳蓝印花布的传承人，罗沙沙从小

跟着母亲杨彩虹出入老街、作坊，对蓝印花布的
制作工艺耳濡目染。那抹历经岁月漂洗的靛
蓝，刻在记忆深处。毕业于设计专业的罗沙沙
也钻研起了蓝印花布的老手艺与新玩法。

除了传统工艺的独特之处，罗沙沙还为蓝
印花布赋予了鲜明的时尚气息。这位毕业于湖
南师大美术学院，之后又在清华大学、美国加州
大学进修的80后姑娘，以自己的专业视角，让
这项传统的非遗项目有了更多的可能。通过跨
界设计，罗沙沙实现了蓝印花布与陶瓷、茶艺，
甚至与浏阳烟花相结合，开发量产出衣帽、绣
扇、围巾、手包、窗帘、台布、笔袋、抱枕、拖鞋、
花伞等上百种文创衍生产品。

邵阳蓝印花布惊艳亮相新疆

▲邹桂花绣制土布纱绣作品《吉祥凤凰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石小青） 10月4日，历经21天的紧张拍摄

后，邵阳本土原生态主题电影《家在 溪山旮
旯》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顺利杀青。

电影《家在 溪山旮旯》是以真实故事为
背景而创作的一部反映留守儿童现实生活的
影片，以平行叙事手法展示了在乡村振兴的背
景下鹏鹏、燕子、丁丁几个留守儿童家庭的悲
欢离合、留守儿童在乡村振兴中对未来的期
望，以及扶贫干部为乡村振兴而殚精竭虑的感
人故事。影片由邵阳本土作家胡扬平编剧，国
内新锐导演磐石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李坤棉、
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获得者李晓红等
众多知名演员联合出演，湖南楚恒文化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湖南湘狮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市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联合出品。

为何写一部反映留守儿童现实生活的
电影剧本，编剧、洞口县 溪国家森林公园
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胡扬平介绍，他亲眼
目睹了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被他们的处境
和遭遇深深震撼了。于是，他决定写一部关
于留守儿童的剧本并拍成电影，希望通过该
电影呼吁在外打工的家长常回家看看、多陪
陪孩子。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更多地关注
留守儿童，让他们能够健康茁壮成长，让全
社会将爱共同传递。

胡扬平表示，电影的开机拍摄，对宣传展
示 溪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打
造 溪国家森林公园品牌形象，促进旅游文化
事业的发展，都很有帮助。对关心下一代工
作，特别是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也有着积极而
长远的意义。

9 月 14 日，电影《家在 溪山旮旯》在洞
口县 溪瑶族乡大麻溪村开机后，摄制组连
续奋战，以 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主场景。目
前，影片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明年年初
将在电影院线和央视电影频道等平台播出，
与观众见面。

《家在 溪山旮旯》杀青

拍摄现场拍摄现场。。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