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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的蓝，纯净的白，素雅的纹样……在
湖南省邵阳及周边地区，“一抹蓝”的记忆在
棉布上静静流淌了上千年。它是曾在上千年
历史中把持着“时尚潮流”的邵阳蓝印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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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线。

将石磨研磨出的豆浆与石灰混合，制成
防染浆，再隔着雕版镂空刮抹布面上浆。上
浆后的棉布放入靛蓝与石灰混合发酵而成
的染料里反复浸泡，再经过去籽、清洗、晾晒
等工序，一匹有着精致、细腻图案的蓝印花
布就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笔者近日在邵阳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看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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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载，唐朝贞观年间，当地人在苗瑶蜡染
的基础上，首创以豆浆石灰代蜡防染的印染
法。至明清时期，邵阳由于水陆交通发达，成
了华南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蓝印花布生产、
染印、销售中心。

“蓝印花布是儿时的记忆。”年轻的邵阳
蓝印花布传承人罗沙沙说，小时候，家里有
一套蓝印花布的四件套，那是妈妈的嫁妆。

“我还见到过村里的乡亲们在小溪里唱着歌
洗布，那个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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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沙沙的母亲杨彩虹被家乡发展非
遗产业的执着打动，返乡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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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印花布不应只作为记忆存在，我们
要重拾它的技艺。”罗沙沙说。

近年来，杨彩虹母女俩四处拜访民间蓝
印花布制作高手，寻找传统技艺。为了找到
适合制成蓝靛的植物，杨彩虹远赴贵州等
地，在山野间寻访，曾摔下山沟导致右脚骨
折；罗沙沙走街串巷寻找民间残留的蓝印花
布，将一幅幅图案买下来，已经收集了5000
多种。

如今，经过母女俩12年的努力，狮子绣
球、百子千孙图、龙凤呈祥……过去老百姓
常见的蓝印花布纹饰和图案又重现了。蓝印
花布还漂洋过海进入法国、美国、意大利、葡
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高端商场，受到外国
消费者的追捧。

“我国传统文化魅力无穷，当老技艺遇上
新潮流，也可借机焕发新的活力。”罗沙沙说。

“一抹蓝”的前世今生
刘芳洲 席敏

“叮咚”，手机微信弹出一条消息，
是来自南方客户的豆腐订单。王玉学打
开手机一边回复客户，一边把订货量写
在墙上的小白板上。

今年73岁的王玉学是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阿城区平山镇一家豆腐厂负责
人，他从1983年开始做豆腐，凭借着好
手艺，他的豆腐闻名乡里。

王玉学说：“别看豆腐小，这里面门道
可不少。水质、黄豆、手法固然不可少，更
重要的是不能偷奸耍滑。”

地处山区的平山镇辖内多河，土好、
水好、空气好，产出的大豆是做豆腐的优
质原料。几十年前，当地的豆腐就搭乘火
车、汽车，卖到了哈尔滨市。

然而有一段时间，平山豆腐产业发
展出现波折。当地老手艺人回忆说，销
量好了，有人就打起歪主意，偷工减料，
影响了平山豆腐的名声。

必须要讲诚信。为了重塑平山豆腐品牌，平山镇政
府当时给经过认可的豆腐“背书”，符合条件的豆腐可
以使用带有特殊标记的包装袋。此举一推向市场，就受
到消费者认可，慢慢地，平山豆腐品牌重新树立起来。

据了解，平山镇目前有60多家制作豆腐的作坊，
年产各种豆制品约2000吨。平山豆腐有了名气后，带
动种植业发展，全镇的大豆种植面积提高到近2万亩，
促进农民增收。

为了保护品牌，平山镇通过加强监管和认证，让平
山豆腐有了“身份证”。王玉学的豆腐坊已经获得了当
地政府部门核发的“小作坊核准证”和“生产经营许可
证”。王玉学说：“有了‘身份证’后我们更加严格要求质
量，城里的不少大饭店成了我的客户，每斤豆腐能卖到
6元到10元的好价格。”

去平山镇旅游，吃平山豆腐正成为“新名片”。平山
镇镇长沈恩伦说，平山镇正大力发展豆腐产业，延长产
业链，带动种植业、旅游业发展，形成产业间良性循环。
预计两年内平山豆腐有望实现产值超亿元，成为带动
百姓致富的支柱产业。

对于老手艺人王玉学来说，扩大规模是当下要紧
的事。“目前每天200多斤的豆腐供不应求，再不增产
就‘得罪’客户了。”王玉学已经从南方买来新设备，准
备扩建厂房，聘用专业人员管理，让小作坊变成“有模
有样”的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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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4000 万！这是目前我国失能半失
能老人的数量，这一数字还在增长。老人难
以独自生活、家人奔波照料、经济负担加重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面临
的难题。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自2016年开展
试点以来，有效提高了失能老人生活质量，
减轻了家庭负担。日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又新增 14 个试点城市（区）。如何推动长期
护理保险健康发展，更好解决失能老人护理
保障问题？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25.4%的老年人需要全方位照料”

“母亲年纪大了，去年还摔伤了腿，大部
分时间都要卧床。基本都是我在照顾，可我
也快 70 岁了，越来越吃力。”提起这些年照
顾母亲的日子，北京市民刘阿姨充满感慨。

“小”老人照顾“老”老人，是当下很多
“失能家庭”的真实写照。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社科院日前联
合发布的《2018-2019中国长期护理调研报
告》，在对部分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
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 30 岁至 59 岁成年
人调查后发现，65岁是老年人面临失能风险
的重要转折点。

报告显示，有4.8%的老年人处于日常活
动能力重度失能、7%处于中度失能状态，总
失能率为11.8%。也就是说，超过十分之一的
老年人在穿衣、吃饭、洗澡、如厕等方面的基
本生活无法完全自理。基本自理能力的衰退
也伴随着独立生活能力的退化，25.4%的老
年人需要全方位照料。

谁在照顾他们呢？子女、配偶、保姆是提
供服务的主力军，第三方机构服务占比不高。

记者采访了解到，很多家庭有这样的感
受，家里一旦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人

手立刻变得紧缺、经济压力增大、工作受到
影响，虽然尽全力照顾，但由于不专业，老人
生活质量不高。

“由于护理保障不足，不少老人在需要
护理时选择长期住院，导致医疗资源浪费，
也加重家庭负担。”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有关
负责人说，有了长期护理保险，就可以让参
保老人得到实惠，医疗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专业护理机构得到发展，实现多赢效果。

“家庭负担减轻了，老人生活质量
提高了”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康颐养护理院的房
间里，有24小时紧急呼叫系统。老人手腕上的
智能手表不仅可以测心率，还能定位求救，一
旦有突发情况，就能立即联系到护理人员。

78岁的韩阿姨居住于此，她患有阿尔兹
海默症，子女不能经常在身边照料。

“把老人交给他们，我们放心。”韩阿姨
的女儿说，我母亲的情况符合青岛市长期护
理保险申报条件，有了保险后，用药、治疗及
部分生活照护费可以报销，每个月能减免约
3000元，退休工资就够支付费用了。有了专
业人员护理，老人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韩阿姨享受的是当地提供的长期护理
保险服务。自2016年起，我国在青岛、上海、
宁波等地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探索
建立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
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
资金或服务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在经办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业务时，
除了提供经济补偿，我们还强化健康管理服
务。”中国人保健康社会保险部政策研究处
副处长易春黎说，防优于治，变被动护理为
主动预防，能延缓参保人失能进程，降低护
理需求发生概率，提高生活质量。

长期护理保险不仅缓解了失能人员的
护理保障问题，也节省了医保基金。

经办上饶市长期护理保险的中国太保
寿险，分析上饶市764例享受长期护理保险
待遇满一年的人员发现，年人均住院次数下
降36.8%，医保基金支出下降40%。

让长期护理保险惠及更多老年人

国家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底，15 个试点城市和 2 个重点联系
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达 8854 万人，
享受待遇人数 42.6 万，年人均基金支付
9200多元。

今年9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
部发布《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
指导意见》，新增北京市石景山区、天津市、
晋城市、呼和浩特市等14个试点城市（区）。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长期护理保险要让
更多人受益需要解决好“资金从哪里来”和

“谁来提供服务”的问题。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王宗凡认为，在医保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
大的情况下，现行试点城市大多仍依赖基本
医疗保险来筹资，没有实现互助共济、责任
共担，筹资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欠缺。应完善
多元筹资机制，均衡各方责任，为长期护理
保险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失能鉴定标准和护理服务标准决定了
长期护理保险覆盖的人数和服务质量。从目
前试点城市情况来看，各地存在差异，标准
不统一。

易春黎说，建立统一的失能鉴定标准和
护理服务标准，能够在全国层面了解失能人
员整体现状，便于建立精算模型，分析预测
未来失能风险，科学评判每个人的服务需
求，也有利于护理机构良性竞争，提供更专
业的服务。

当前，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工作多由保险
公司承担，但经办水平参差不齐。

一位保险公司人士坦言，从长远看，长
期护理保险应坚持专业化经办管理方向，有
关部门应严格审核保险公司资质条件，确保
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稳定可持续发展。

失能老人，谁来照顾？
——长期护理保险发展透视

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 邵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