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族同胞，屯守格支
居住在格支的苗族，源于 600 多年

前洪武祖调北征南的屯军，先祖系古代
湖南宝庆府（今湖南省邵阳市）人。

洪武元年（1368年），中国历史翻开
了崭新的一页。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张
士诚等对手之后，在南京登基称帝，年
号洪武，大明王朝诞生。那时，新旧交
替，中原大地并不平静。北元残部还在
长城之外虎视眈眈，而掌控西南的元朝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也不接受明朝的招
抚，试图延续自己的统治。朱元璋多次
派遣使者前往云南招谕，都被梁王斩
杀。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决意用武力
解决西南问题。

洪武十四年（1381年），他命颍川侯
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
沐英为副将军，率30万大军从湖南保庆
府出发南征（历史上叫“太祖平滇”），开
始对云南采取军事行动。大军翻越崇山
峻岭，涉过湍急的河流，历经艰难险阻，
终于抵达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虽然
组织了抵抗，但终究不敌锐不可当的明
朝大军。“十二月辛酉，傅友德率蓝玉、沐
英等进攻普定，克之，罗鬼、苗蛮、仡佬望
风降。至普安，复攻下之，乃留兵戍守，
进兵曲靖。”明军攻下一地，就留下一部
分官兵驻守。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洪武
十五年（1382年）成功占领云贵，梁王无
路可逃，带着家人服下含有剧毒的孔雀
胆而死。朱元璋的军事行动巩固了大明
王朝的统治，西南边疆正式纳入大明王
朝的版图之中。但当地的一些土目并不
满意明朝的统治，对统治者的抵触情绪
日益高涨，常常侵扰明军。

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几年，普安便
发生了战事。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

“九月越州土目阿资反，十一月，阿资寇
普安，焚刦府治，友德进击之，斩其渠满
已青。”洪武二十二年（1389 年），“阿资
退屯普安，倚崖壁为砦，友德以精兵蹙
之，蛮众皆缘壁攀崖，坠死者不可胜数，
生擒一千三百人，阿资遁还越州，沐英
使都督甯正从友德合击，大败之。斩其
火头弄宗等五十余人，阿资穷蹙请降。”

“二十四年十二月，阿资复叛。平羌将
军何福率兵讨之。”“二十八年正月，阿
资复叛。西平侯沐春，平羌将军何福擒
斩于越州。”《云南通志》所载的这场战
事，主战场便在今天的普安县龙吟镇普
纳山一带。普安县龙吟镇，这个位于贵
州腹地的战略重镇，因其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历来是交通要道，也是兵家必
争之地。土目阿资利用普纳山的地理
优势“倚崖为砦”，建立起严密的防御工
事，包括周围48个坚固的山寨，而城子
这一带能容数万人避难，四周是环绕着
高墙堡垒和天然巨型溶洞，坚不可摧，
成为抵抗明军最重要的据点。

明军的到来并没有吓倒当地土目
阿资，双方围绕城子洞展开了殊死搏
斗，明军多次发起猛攻，均无功而返，被
土目阿资的军队打退。最后在一次暴
雨侵袭下，明军才逮到攻陷城子洞的机
会。雨水灌满洞穴，迫使一部分土目军
队撤离城子洞，撤至更为险要的普纳
山。普纳山四周都是悬崖绝壁，只有一
条狭窄小路可以通向外界，堪称“天
险”。普纳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阿资
率领土目军队坚守不出，与明军对抗。
明军攻山，土目军队便推下雷木炮石，
砸得明军人仰马翻，哭爹喊娘。

面对险恶地形，明军久攻不下，与
土目军队形成长期僵持的状态，围攻三
年，仍然没有攻下普纳山，战况许久不
见好转。傅友德不得不向朝廷求援，请
求从湖南保庆府及湘西等地再度招募

士兵支援普纳山战场。一支50000人的
“湖广兵”应运而生，他们迅速集结，千
里迢迢赶到贵州参加普纳山战斗。

湖广兵的到来给明军带来了转
机。他们发明了一种特殊装备——笆
摺，用桐油浸泡过的竹扎成笆摺，内夹
干草，减轻雷木滚石的打击力，抵御敌
人的投掷武器，保护士兵安全接近敌
营。战斗开始后，明军由士兵举着笆摺
前行，正面牵制敌人，成功吸引了大部
分叛军的注意，为侧面进攻的部队接近
关卡创造了机会。双方夜战、近战，争
夺得十分激烈。虽然有了笆摺的保护，
明军的进攻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叛军
在普纳山的防守异常坚固，他们利用山
势险峻和精心布置的防御工事，使得明
军的每一次进攻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正在明军无计可施之时，山上传来
了明军号手的联络暗号。几个月前的
一天，一个湖广号手被土目军捉上了
山。他们对号很感兴趣，便经常叫号手
吹号取乐。日子久了，彼此混熟了，土
目军对号手管束也就放松了。号手有
了自由，一有机会便偷偷观察山上的地
形，终于发现后面的山崖上有棵干香藤
可以攀缘上山，就借吹号取乐为名，用
号音告诉山下的明军：

前头陡陡岩，
后头有路来。
岩上有棵干香藤，
吊得千千万万人。
攻山的湖广兵本来就是攀藤附葛

的能手，听到号音后，明白了其中的含
义，便兵分两路，一路举着笆摺在正面
佯攻，一路绕岩后顺着那棵干香藤攀缘
而上，直捣阿资老营。阿资腹背受敌，
大败而逃。被西平侯沐春与平羌将军
何福擒斩于越州。

战后，明军为了防止类似战乱再次
上演，便在普安龙吟、石鼓，晴隆县长流
乡、中云镇、花贡镇，盘州格所、烹舍，水
城麻地、格地，六枝特区中寨等周边地
区设立常驻的军事据点“戎兵屯田”，确
保地区的长治久安。

据相关史料的记载，格支的苗族同
胞先辈在明初调北征南之际，从湖南保
庆府武冈州（今湖南省邵阳市）长途跋
涉而来。他们作为三丁抽一、五丁抽二
的士兵，投身于明朝平定西南土司势力
的战争之中，为明朝达成西南统一立下
赫赫战功。西南局势平定之后，便开启
了“戎兵屯田”的生活模式。《明会典》中
有言：“有妻在籍者，就结领（结领起解
费）内备开妻室氏名年岁，责令原亲。”
众多的官兵从原籍将妻子、儿女接来贵
州的军屯中随营生活。没有妻室的军
人，与当地各民族女子或所俘妇女结婚
安家，以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战事
结束后，明朝廷便在善后处置方案中明
确提出：“贼所遗田土除给至赏功外，亦
分给附近屯堡官军，从轻起科。”兵部复
议中又补充一条，“所俘妇女，给配有功
营长、军士及附近村寨无妻者。”屯军的
后人，便以龙吟镇为核心，沿牂牁江（即
北盘江）上下游地带广泛分布，日复一
日，辛勤耕耘，守护着边疆。时光的流
逝，他们既保持着湖南邵阳地区语言、
风俗习惯、村寨建设、妇女服饰等民俗
文化特征，又吸收当地民族的文化元
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格支的苗族逐渐
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与周边的汉族、
彝族等民族相互交流、通婚，共同促进
了地方的和谐发展。在长期的生产生
活中，他们还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农业
技术，如梯田耕作、水利灌溉等，这些技
术至今仍被当地村民所沿用。生活在
北盘江上下游地带的“喇叭人”后裔，保

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成为研究西南地区民族迁徙和文化融
合的重要窗口。

定居黔地之后，格支的苗族既保留
数百年前的江南传统习俗，也吸纳当地
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独特的“牂牁
文化”，成为民族文化中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古老的土地上，承载着历史遗迹
的城子洞、普纳山依旧诉说着那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讲述着格支苗族的故事。

格支作为水城的“小台湾”，地理位
置独特，数百年来，处于相对封闭的状
态，格支苗族的风俗文化保存得更加完
好。格支人依旧保持着传统的农耕方
式，妇女们身着苗族的特色民族服饰，
栽秧割谷，展现出一幅古朴的田园风
光。村中还流传着许多古老的传说和
习俗，每年的“祭山节”，便是格支苗族
重要的文化活动。2014年，格支被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命名为全国旅游
扶贫村寨。

服饰风俗，代代相传
格支村聚居在格支、麻地的苗族，

是洪武年间的屯军后人，来自湖南宝庆
（今湖南邵阳）一带，至今已有600多年
的历史，保留着湖南邵阳地区语言、风
俗、服饰等民俗文化特征。

服饰。格支的苗族灿烂多彩的遗
风遗俗中，尤以传统服饰最为特色鲜
明。女性服饰融合了苗族、布依族服饰
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

女性头饰，分未婚（俗称“做妹妹”）
和已婚两种，二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别，
但也有一个共同点：“头帕”。头帕是一
块长7尺5寸，宽1尺2寸的布。用针线
裹边，中间留空，前后两端一尺左右折
叠成扇形，使之形成当地苗族特有的头
饰。头帕分里外两层，里层是一般的脸
帕，外层是长布，多为白、青、黑三色，随
着织染技艺的发展，又从青、白等纯色
衍生出带“暗花”装饰。未婚女子戴白
布头帕，已婚妇女戴青布头帕，老年人
戴黑布头帕。

女性服饰俗称“大衣袖”，融合苗
族、布依族服饰文化，形成独特的风格，
没有盛装与日常区分。“大衣袖长裹脚，
苗家系系不可脱。”女性至今保持“大衣
袖”服饰风格。上衣为右衽大襟衣，多
以青色或蓝色为主，分前后两片，长到
膝盖，袖分两层，外层叫大袖，宽 1 尺 2
寸，里层叫小袖，宽4寸，缝于大袖之内，
较长。衣襟用青布条绲边，镶襕杆，襕
杆外围装饰手工绣花。衣襟从衣领边
沿成“厂”形延伸至右侧腰部，五颗布扣
从衣领左侧向右侧往下排列，俗称为

“牌领”。在衣袖和前片分别饰有一条
条彩色花襕杆，袖子上有三条，一宽两
窄，宽的约4厘米，窄的约1厘米，袖子上
也装饰手工绣花。一般成年女性上衣
尺寸为：弧长98.5厘米，衣长88.5厘米，
腰宽50厘米，袖口宽32厘米，袖长24厘
米。裤子是宽而肥大的青、蓝色摆裆
裤，腰围三尺许，裤脚宽一尺以上，与20
世纪80年代的喇叭裤相似。

当地苗族女性服饰还有一个显著
特征，就是“系腰”。系腰由一条长约 6
尺、宽约1尺2寸的白色、青色或蓝色布
料制成。使用时，用伸出来的系腰围绕
半圈束住宽而肥大的上衣。白系腰一
般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只出现在吊唁
场合。

绣花鞋是女性的鞋子，主要有勾勾
鞋、绕子鞋两种。勾勾鞋作日常生活之
用，绕子鞋只在走亲访友等公众场合
穿。鞋底一般用六层笋壳或棕包做成，
鞋面绣上线花或者布花。线花直接用丝

线在鞋面上绣，一般分为花朵、花苞、花
梁几个部分。布花先用布剪成花样图案
粘在鞋面上，再用线沿花边沿镶起来。

婚俗。麻地、格支的一些人家依然
保留着传统的婚俗，严守攀亲、认亲、挑
酒、送日子、抬花轿等礼节。

攀亲合八字。男孩一岁左右，父
母请媒人到女方家中攀亲，取得女方
八字，再与男孩八字一起拿去找当地
先生合八字。八字相合，亲事就定下
了。如遇马与鼠、牛与羊、狗与龙、鸡
与兔等八字相冲，便以“羊鼠相逢一旦
休，自古白马怕青牛”等言辞婉拒，另
寻良缘。攀亲成功，双方父母便要守
亲家礼道，红白喜事礼尚往来，男孩要
叫女孩父母爸妈。

认亲挂八字。男女双方长到十一
二岁，请之前的媒人去女方家提请认
亲。取得女方家同意，便择定吉日，带
上一坛6公斤酒，24对糯米粑，鸡若干只
（女方直系亲属每户1只），红包1个，内
装24元、36元、48元不等，布1丈，新毛
笔2支，墨两锭，红纸一张……由媒人和
家族长者陪同男孩去认亲。认亲过礼
完毕，女方家摆放桌凳，请一位字写得
好的人坐上桌子，磨好墨，放好纸，写字
人左手写男八字，右手写女八字，男女
年月日时并排，写完后用信封封闭好递
给男方，亲戚关系就永不动摇了。认亲
要住宿两夜，互叙亲情。女孩要回避，
待男方告辞返家时，才托要好的姐妹把
自己亲手做的鞋子或鞋垫送给男孩作
纪念。

挑酒待成亲。结婚前一年，男方家
请媒人去向女方家请求挑酒。取得同
意后，择吉日请几个人带上礼金若干，
布一丈，猪肘一方、鸡两只、酒一坛（12
公斤）及女方直系亲属“水礼”每户猪肉
一块。由媒人带队陪男孩一同挑去女
方家，在女方家留两夜，女孩必须回避，
待男方返家时，再托人送给未婚夫礼物
留念。

送日子定婚期。成婚前，男方家请
先生择定造床、裁衣、合帐、梳头、发旦、
进亲等吉日吉时，写成一张单子，用信
封封好，配上两瓶喜酒，请两个人送去
女方家。女方家接到日子后，请送亲人
吃饭，送亲人一般请比较亲的伯叔姑舅
四对夫妇最好。宴席上打开单子，相互
通告喜酒日期，请亲朋好友吃喜酒。

抬花轿成亲。到了成婚的日子，男
方家抬着花轿去女方家接亲，举行婚
礼，男方家要热闹5天。

第一天进客，所有“挂红客”都要
来，主人家要准备好食宿，亲人们挑着
豆腐或糯米粑粑，带着礼金、鞭炮、布
匹、对联等前来贺喜。

第二天发旦，男方家要请先生封伞，
请二三十人组成接亲队伍，带上礼品，抬
着花轿，吹着唢呐，热热闹闹去女方家接
亲。女方家门前摆酒，请酒令先生与新
郎伴郎行酒令。对答如流，便可进屋，对
答较差就以酒代罚。行完酒令，新郎伴
郎并排走进堂屋，一步作一揖，三步三
揖，走到神龛前跪在垫子上对祖宗四跪
八拜，再给岳父母及叔伯姑舅每人一跪
一拜，最后转向大门向三亲六戚三跪三
拜，给准备垫子的弟弟妹妹发一个红
包。然后请厨师“开坛”，把新郎家挑去
的酒放在堂屋中开封，取两杯放在神龛
上供奉祖宗。新郎给厨师发一个红包，
厨师把酒抱进厨房作待客之用。再请女
方家亲人“开包点礼”，点清包裹里的衣
服4件，腰带1根，包头布1块，蒙脸帕1
块，银手圈2对……清点完毕，放回包内
送去新娘房间，新郎给开包人发一个红
包。接着管事招呼接亲人入席。吃完

饭，新娘弟弟妹妹给新郎洗脚换鞋，新郎
要发红包。新娘在小姐妹们的陪伴下躲
在房间的蚊帐内哭呜呜，接亲的同辈后
生，可以到新娘房间挤进帐内逗新娘，与
姑娘们嬉戏。新娘就用哭呜呜骂这些小
伙子。新娘哭呜呜的内容很丰富，根据
亲人平时待自己的态度，或想或怨。相
陪的姑娘也可以代替新娘用哭呜呜骂新
郎伴郎。接亲的夜晚，青年人玩笑很多，
常常要闹一晚通宵。

第三天发亲，新娘哥哥把新娘从房
间背到堂屋神龛前，新娘跪在哥哥背
上，拿一把筷子，边哭哥哥边把手中的
筷子撒在地上。新娘上轿后，继续哭自
己爹妈，哭出寨子之后，送亲人一直劝
说才停止。花轿抬到新郎家，先生“退
喜神”之后才接新娘下轿，扶到堂屋神
龛前拜堂，拜天地、拜祖宗、拜父母、夫
妻对拜后，送入洞房。第四天进亲二
朝，送亲人做主请客，请新郎父母、叔
伯、姑舅等，席中拜请公婆善待新娘。
公婆巧言对答，感谢送亲人。第五天进
亲三朝，新娘清晨下井挑水，倒水给公
婆洗脸，每个洗脸人给新娘发一个红
包。然后吃圆满饭，为媒人和送亲人饯
行。满七天后回门，新婚夫妇在岳父家
住两天，回男方家开始新的家庭生活。

丧俗。格支苗族同胞至今沿用古
老的丧葬传统，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对生死的独特理解。

送终报丧。老人过世之前，由孝子
抬到堂屋中落气。孝男孝女要把老人
扶正坐在凳子上，落气后在老人嘴里放
一个含口钱（银圆），为老人洗脸，再用
一杯酒从额头倒下，拿碗在下巴接酒，
孝子争着接来的酒喝，意为“得老人衣
禄”。喝完酒，把老人平睡在一床凉席
上，把老人手脚拉伸，合拢眼皮，用帕子
擦洗全身。男老人剃光头发，女老人梳
成尖角，戴上帕子，换上新衣、新裤、新
鞋、新腰带，收拾干净，抬进棺中。腰带
是用麻线或棉线拧成的绳索，线的根数
按老人寿年，一年一根，再加一根天根，
一根地根。长度要能够绕腰一周。穿
衣穿单，或3件，或5件，7件，或9件。女
老人衣服外第二层要用红布缝制，避免
鬼脱衣。入殓时，棺中不能出现一点金
属，棺材要擦洗干净，铺上若干层草纸、
白纸和一层白布，抬老人睡在白布上，
又盖上一层白布、若干层白纸，只露出
脸和头。老人头下枕着白布缝制的枕
头，枕芯是3—3.5公斤大米，大米必须精
心筛选，不能有一粒谷子。装殓完成，
立即鸣炮三响，立望山钱一朵，向亲朋
好友报丧。把老人灵柩停在堂屋右侧
两条长凳上，头朝神龛，脚朝大门，距堂
屋右壁两尺左右。灵柩底下中央放半
盆染成红色的水表示血盆，盆口横一把
筘，表示奈何桥。筘上点一盏灯，插三
炷香，香灯不熄，直至位灵完成。在灵
柩前摆一张小桌子，灵柩停放妥善，满
堂孝子跪在灵柩前你一张，我一张烧落
气钱，直到烧完3斤6两落气钱，对着灵
柩合掌作揖三拜才能起身。

超度亡人。就是请道士先生给老
人办理丧事。有一天一夜的开路办夜，
三天三夜的请水办灵，五天五夜、七天
七夜的做斋三种模式。

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孝子能力弱
的请先生做一天一夜的开路办夜。给
老人开生路，指生方。为老人绕
灵诵经，超度亡魂前往西天极乐
世界。用鸡三只，一只开路，一只
出丧斩邪，一只扫灵。

一般家庭请先生做三天三夜的
请水办灵。在屋外空地立一朵望山
钱，在堂屋内灵柩前部上空挂两朵

落气钱。扎灵房、灵马、灵轿、花伞……
做12大抬或24大抬，晚上先生起法事时
要响 3 炮、6 炮或 9 炮，主要亲戚要送祭
仪。第一天请水，孝子戴起孝帕，先生
在孝家神龛左边设佛台，写好灵牌和请
水牒，敲锣打鼓去井边请水。先生在井
边做法事，唱“请水科”书，烧请水牒，从
井中取一瓶水洗净灵柩。回家时女孝
子边哭边“请福”，回到家门边唱“照亡
科”“报恩科”。晚上先生“请圣”“通喉”

“荐亡”“伴灵”“启经”“诵经”“缴经”“加
持”。第二天朝幡游行，晚上先生做“二
夜礼请”“救苦道场”“开大经”“拜大忏”

“加持”。第三天朝幡游行，“开方破
狱”，晚上“加祭”“待灵”“辞谢”“升天道
场”“拾王道场”“解冤解结”“祭脚夫”

“送灵入火”“送圣”。不一定做完法事
才出丧，三天中哪天时辰吉利，就在哪
天出丧。最热闹的是开方破狱，也称跑
城，破狱破血河，其次是散花，唱孝歌。

家境富裕的人家，要做五天五夜或
七天七夜的斋事。请水、破狱、加祭三
个必做科目排在开头一天和结尾一天，
中间几天叫作正斋。每天清晨上表烧
文书，所用供品为豆腐、糯米粑、茶……
供品必须是新鲜的，供品只能用挑水人
从井中不换肩挑到孝家的前面一只桶
里的水制作。白天朝幡念经，等待幡尾
上的须须结成孝家想要的形状，如狮
形、蟹形、虎形等。如果结得不理想，就
要加紧朝幡念经，直到幡结理想，先生
才能松一口气。做斋期间要“祝灯”，在
72 节三尺左右的竹标顶端放上灯芯和
灯油，每隔10m左右一节，顺路插上，表
示照亮阴间的黑暗，亡人得光明。先生
敲锣打鼓，孝子端着灵牌，帮忙人扛着
灵房纸马纸伞纸花行香拜庙、颁恩、放
赦，请十殿阎罗赦免亡人罪过。孝家要
重金请人背赦书（文书）。

出丧送火。孝家把亡人抬到山上
停放，待吉年吉月吉日吉时安葬。出丧
时要逐一出魂。出丧初期（一般为七
天），孝子们每晚给亡人“送火”，用谷草
扎成火烟包，一头装上火子，送到停放
处，以后每天退回一段距离，越退越近
至孝家，便不再送。

安葬亡人。有下葬、符山、催龙三个
步骤。阴阳先生认为“人死有气，气能感
应，影响活人”。要找一处风水好的坟
地，在吉年吉月吉日吉时安葬亡人。下
葬时，先用一只公鸡驱除邪魔鬼煞，出斩
草仪文，方能破土挖井。井挖好后，阴阳
先生用米在井中画一个八卦，八卦上写

“人财两发”，下写“富贵双全”。抱一只
公鸡到井中吃米，鸡叫几声为好。然后
烧纸热井，将亡人灵柩移入井中，待先生
为三亲六戚除魂之后，砌石盖土，埋坟。
用石板在坟尾砌一个库（男左女右）。符
山，传说没有地契，地脉龙神会驱赶亡
人，让亡人不得安宁。孝家要请阴阳先
生写上地契文书，准备猪、羊、鸡等牲口，
为亡人买下埋坟土地。催龙纳气，也叫
上坟添泥巴，自古有之，说是催埋坟的龙
山穴场，保佑子孙大发大旺，是当地独有
的丧葬仪式。时间一般为1天，最短半
天，也有催2—3天的。半天的叫催小龙，
1天以上的叫催大龙。催龙必须择定吉
日良辰（多在清明时节举行），杀一头猪
或一只羊，念经、念科书、念祭文祭奠亡
人，修整坟墓。

水城区猴场乡格支村村史村事（二）

苗族同胞的守护与传承
□刘从富 尚远刚 吴 剑 孔亚莉 陈朝敏

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本报讯 3月8日，六枝特区到贵阳越界影城举办“贵
贵，六枝来支援了・花式宠粉”活动，此次活动借《哪吒
之魔童闹海》热映势头，将国家级非遗苗族文化与现代
影视流量结合，为贵阳市民呈现了一场民族文化与旅游
的双重盛宴。

活动现场，六枝特区梭戛乡的苗族同胞身着传统服
饰，以一曲悠扬的三眼箫演奏拉开序幕。舞蹈中，苗族
姑娘们头戴标志性长角头饰，舞姿灵动如画；拦门酒仪
式则用醇香米酒和芦笙迎客，引得观众纷纷驻足。省级
非遗三眼箫的古朴音韵与苗族服饰的繁复纹样，成为游
客镜头中的焦点。

游客刘燕和高珑轩观看表演后，被三眼箫古朴的音
乐和美丽动人的苗族姑娘吸引，对六枝非常期待，希望
到六枝旅游。

为让民族文化“传得下去、走得出去”，近年来，六枝特
区构建“保护+传承+创新”体系，依托梭戛乡生态博物馆保
护苗族文化，培育基层文化队伍，为六枝文旅宣传拉起了一
只年轻的“生力军”，为“画廊六枝”注入了持久文化动能。

此次活动是“引客入六”的重要一环，旨在借力影视
城的热度，让外地游客直观感受到六枝的民族风情和康
养资源。下一步，六枝特区将深化“旅游宣传七进”策
略，推出更多“非遗+景区”“文化+影视”跨界产品，延伸
文旅产业链，吸引更多游客到六枝旅游，为贵州文旅高
质量发展注入六枝力量。

六枝苗族风情惊艳越界影城六枝苗族风情惊艳越界影城

苗族舞蹈表演。

本报讯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的黄金时节，为抢抓
农时，高效有序地推进机械化作业，钟山区农业农村
局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机股携手保华镇，在发箐村举
办机耕机播春耕生产现场展示活动，旨在通过实地
演示，让种植大户和农技人员直观感受农业机械化
的高效与便捷，为山地农机“闹”春耕打下坚实基础。

活动现场，履带旋耕机、轮式拖拉机、马铃薯播
种机、玉米播种器等多种现代化农机设备悉数亮相，
这些农机不仅具备高效、精准的作业能力，还能有效
节约生产成本，提升农作物产量。

随着机器的轰鸣，一片片土地被迅速翻耕、播
种，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工作人员现场详细介绍
了机械化种植的优势，强调其在提高生产效率、节
约生产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进
一步提升种植大户和农技人员对农业机械化重要
性的认识。

“今天现场感受到了机械化种植的效率和播种
施肥的精准度，作为种植户，我肯定选择机械化播种
模式，提高种植效率，降低种植成本。”钟山区国伦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小伟说。

“开展机耕机播春耕生产现场展示活动，让老百
姓亲自目睹农业机械化节本增效的成效，为山地农
机推广夯实群众基础。”钟山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
展中心主任徐返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山地种收
机械化推广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保障生
产、提升单产、节本增效的作用，助力夺取夏粮和全
年粮油丰收。

（胡文玥 尹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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