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廣西三江同樂鄉這個侗族寨子裡，不到
盛大節日，已經看不到穿着傳統服飾的侗族
人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代服飾開始走
進這個侗鄉，眾多青壯年也紛紛外出打工，
對服裝觀念也在漸漸的變化。在一家出售現

代服裝的店舖內，記者看到二十歲出頭的石
伺娟，跟現在大家認為新潮的「90後」不
同，她在對着燈光繡布。

做手工常刺破手指
石伺娟是韋清花最喜歡的徒弟，在侗繡上

很有天賦。石伺娟告訴記者，身邊的人很多
都出去打工了，但她喜歡侗繡，學刺繡已經
學了十年了。「我覺得我們的民族服飾是最
美的服裝，為了將它傳承下去，我願意付
出。」石伺娟說，自己經常刺繡刺到手都破
了。石伺娟跟許多年輕人一樣，今年做起了
「微商」，在微信上售賣侗繡，「現在銷量
一般，價格幾十到幾百元不等，一個月也有
上千收入。」在石伺娟看來，這也是將侗繡
傳播出去的一種方式。
據悉，當地政府也在積極致力於侗繡的傳

承與保護，並使其走向產業化。三江縣宣傳
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等到規範化產業鏈形
成後，可以使當地四萬多少數民族群眾受
益，同時可以解決約一萬名婦女就業難的問
題，以經濟的方式使傳統手工藝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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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初次見到韋清花時，她剛從田
地裡忙完農活歸來，得知記者來

採訪侗繡，韋清花立即換上自己做的
民族服飾。作為三江侗繡的代表人
物，韋清花告訴記者，她身上的衣服
是侗族女性的標配：頭上戴白頭巾、
上身穿着對襟花衣、兩邊袖口鑲有寬
幅花邊、衣腳衣叉都配有花邊、胸部
另配一塊繡着孔雀開屏的胸兜。

刺繡功夫成嫁娶標準
「媽媽，我什麼時候能有漂亮衣服
穿？」12歲時，韋清花問了媽媽這樣
一個問題，媽媽告訴她，想穿漂亮衣
服就自己做。於是韋清花開始一邊讀
書一邊學習刺繡，在她的周圍，每個
侗家姑娘都會刺繡。「對侗家姑娘而
言，刺繡不僅是一門手藝，更像是個
人的一張名片，要是繡得好，族人就
會認為你心靈手巧，就會喜歡你、誇
獎你。」韋清花說，刺繡與侗寨裡的
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
16歲學成後，韋清花技術越發純
熟，手藝在寨子裡遠近聞名。21歲
時，韋清花參加「坐夜」 （侗族兒女
戀愛的方式）時，跟其他姑娘一起表
演繡花，其現任的丈夫看她繡花繡得
好就「中意」了她。「在侗家，繡得
好代表賢惠，這往往也是嫁娶的一個
標準。」韋清花說，至今她與丈夫的

婚姻仍然和諧美滿。

手工作品耗時长
記者了解到，侗繡大致由三部分組

成，先將圖案在紙上剪出，將紙放置
布上比照進行刺繡，再進行構圖。從
作模、打面漿、黏布、擬模、貼面、
鑲邊到最後成形，一塊一平方米的胸
布都要耗時數月。韋清花告訴記者，
侗族刺繡的品種很多，頭巾、嬰兒背
帶、婦女胸兜、布花鞋、鞋墊、煙
袋、挎包刺繡等都要刺上圖案，而太
陽、山上的獵物、樹葉等都是侗繡上
常見的圖案。
在現在市場上，一般買賣的侗繡都

是用機器織出來的，價格也較低，韋
清花告訴記者，同樣的大小和圖案，
機繡一般數十元，而人工刺繡可賣到
數百元甚至上千元。記者在韋清花家
裡看到，幾幅她自己繡的胸布色彩鮮
艷，絲線光滑、飽滿。「現在手工刺
繡在市面上很難找了，有遊客過來專
門購買，前段時候我的一幅一平方米
的刺繡賣了三萬元。」韋清花說，這
樣一幅胸布，她要繡上半年。

開設博物館傳承文化
現在韋清花已經50歲了，讓韋清花

困惑的是，如今年輕人都外出打工，
沒有什麼人肯學習這門傳統手藝。

「孩子們都覺得太難了，又不賺
錢。」韋清花說，雖然自己很用心
教，但是她的三個女兒都只懂一點
點。「自有侗族之日起就有侗繡
了。」在韋清花看來，老一輩們傳承
了那麼久遠的侗繡不能斷送在她這一
輩手中。
2002年開始，韋清花籌了60萬元，
將自己的房屋一二兩層改造成了侗繡
博物館，定期開展培訓班，還收了6個
徒弟。「現在還欠親戚朋友30多萬
元，只能慢慢還。」韋清花說，為了
維持生計，她都是白天幹農活，晚上
刺繡。而為了讓侗繡更好地傳承下
去，韋清花從2008年開始參加國內外
工藝比賽，每年都獲獎。現在的她是
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2010年
她的刺繡作品《侗族嫁衣》被送到上
海世博園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區展
示。而在2012年的第七屆中國．東盟
博覽會上，她們家族製作的270件侗繡
作品被指定為國禮贈送給與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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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精品展展區滿載而歸的觀眾。
本報新疆傳真

首屆商博會簽約逾千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為期

5天的2015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在新疆烏魯木齊
閉幕，46個國家及地區和內地32個省區市特色產
品參展，共完成簽約項目149個，金額1,259.29
億元人民幣。
此次展會由中國—亞歐博覽會秘書處、商務部

外貿發展事務局共同主辦，作為中國—亞歐博覽
會的姊妹展，2015商博會更加突出市場化、專業
化，並根據新疆本地產業結構特點，設置了紡織
服裝產業展、農產品食品展兩個主題展區，新疆
葡萄酒精品展、珠寶玉器工藝品精品展和境外精
品展3個副展區。新疆國際博覽事務局局長李靜
媛表示，商博會作為中國亞歐博覽會的姐妹展，
其主要的作用就是搭建東聯西出的平台，直接服
務於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

跨境B2C平台華南中轉倉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道）全國最
大的跨境B2C產業鏈服務平台深圳浩方集團東莞
倉近日正式投入啟用，這一倉庫是其整個華南區
的跨境中轉倉。作為中國最大的跨境B2C領域的
產業鏈服務平台，浩方此次將華南中轉區落戶東
莞，旨在為所有東莞製造企業提供優質低價的倉
儲配送物流服務。
「浩方集團是中國最大的跨境B2C領域的產業

鏈服務平台，供應鏈管理是五大支柱之一」，浩
方集團新聞發言人介紹。浩方集團的物流倉庫位
於東莞東城兆炫物流園，目前該倉庫的日處理貨
物量近5萬件，升級為華南區的跨境中轉倉後，
以後日均發貨量將增長一倍以上，日後業務量達
到頂峰時處理能力將達10萬件。目前，整個倉庫
佔地面積約1.5萬平方米。浩方集團新聞發言人
稱，該倉庫使用的是自主研發的WMS及ERP系
統，能夠支持日均發貨10萬單，準確率達到
99.9%以上。

海南首提「金融+旅遊」政銀合作

海南省旅遊委主任孫穎指出，此次戰略協議的簽訂
是政銀強強合作典範，中國銀行借助「海南國際

旅遊島」政策優勢，將自身國際化金融服務的優勢與海
南得天獨厚的旅遊資源相結合，勢必對海南旅遊業的國
際化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為旅企「走出去」提供平台
孫穎表示，未來五年，海南省旅遊委將持續加強與中
國銀行的合作，支持海南中行與旅遊企業的深度銜接，
同時在招商引資、品牌推廣、海外（香港）促銷、會展
產業、電商平台以及信用卡主題促銷等六大領域與海南
中行開展全方位戰略合作，共同為海南旅遊企業「走出
去」發展提供平台。

海南中行行長常冰雁致辭表示，今年是海南中行新百
年的起航之年，「金融+海南旅遊」模式是海南中行與
海南省旅遊深度合作新起點，也是海南中行積極參與國
家「一帶一路」建設，全力推動「國際旅遊島升級版」
和「旅遊經濟特區」政策的重要舉措。
據了解，海南省旅遊委與海南中行、中銀香港三方共

同設立了海南旅遊產業（香港地區）金融服務辦公室，
聯合推動海南旅遊企業在香港地區的招商引資、融資結
算及品牌宣傳，為海南旅遊企業「走出去」發展提供顧
問諮詢服務，並整體解決香港旅遊企業在海南的市場推
廣及金融服務需求。未來三方還將加大在海外客源市場
開發的緊密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 海口報道）海

南省旅遊委與海南省中國銀行日前在海口正

式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首次提出

「金融+海南旅遊」的政銀合作模式，為開啟

國際旅遊島發展新局面增添動力。海南省旅

遊委、海南中行、中銀香港、海南省飯店業

協會等機構代表見證簽約。

■海南省
旅遊委與
海南中行
簽約。
安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絮薇 大連報
道）滿載着40萬噸進口鐵礦石的超大型
鐵礦石船「馬蘭豪」號日前靠泊大連港
礦石碼頭。這是該碼頭第二次接靠40萬
噸級超大型鐵礦石船，使大連港接卸超
大型鐵礦石船舶成為常態，並以此為契
機，着力構建大連東北亞鐵礦石物流中
心，全力打造環渤海區域鐵礦石分撥中
心，初步建成大連東北亞鐵礦石裝卸中
心、分撥中心和分銷中心，助力東北老
工業基地振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據悉，此次靠泊的滿載40萬噸超大型
鐵礦石船「馬蘭豪」號，船長361米、船
寬65米、吃水達-23米，是大連港礦石碼
頭接卸的第二條40萬噸超大型鐵礦石
船，同時也是目前靠泊我國沿海港口單
船載重噸量最大的鐵礦石船。此次到港

的40萬噸進口礦石，將轉運至遼寧和河
北的大型鋼廠。

全國4港可接每噸省6美元
目前，我國僅有包括大連港在內的4個港

口可接靠40萬噸鐵礦石船。據專家測算，
與現行的18萬噸級主流鐵礦石船相比，用
40萬噸級鐵礦石船從巴西運輸鐵礦石到中
國，每噸運費可節省4美元至6美元，大大
降低了鐵礦石到岸價和鋼廠的運營成本。
在未來三年內，大連港集團將繼續增

強與淡水河谷、中遠、中建材等國內外
大型企業集團以及環渤海鋼鐵企業的戰
略合作，充分發揮「亞洲（大連）標準
礦」的規模效應，重點在搭建大連東北
亞鐵礦石臨港加工產業基地、期貨交割
基地、大連鐵礦石公共信息平台及供應

鏈融資平台上發力。在初步建成大連東
北亞鐵礦石裝卸中心、分撥中心和分銷
中心的基礎上，構建大連東北亞鐵礦石
物流中心和環渤海區域鐵礦石分撥中

心，進一步鞏固大連港在大連東北亞國
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旗艦」和核心地
位，更好地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
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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