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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扎实做好历史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

流传于城固的架花刺绣是我国民间刺绣
工艺的一种，被誉为“立体的水墨画，民俗的
活教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随着历
史的变迁这一技艺在陕南民间相互交流融合
并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色，2009 年城固架花
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推荐申
报国家级保护项目，这使得濒临灭绝的刺绣
技艺绝处逢生。

如今，城固当地更是将这一古老的艺术
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让架花在焕发出新生机
的同时，也让群众“绣”出了致富路。

一针一线翻飞千年

城固架花又称“挑花”“十字绣花”，是流行
于陕南湑水、汉江流域的民间刺绣艺术。据资
料记载，明清时期桑及棉花种植范围不断扩
大，产量明显提高，城固广大农村家家有纺车、
户户有织机，妇女人人会挑花刺绣。到了上世
纪四五十年代，架花在汉中相当普遍，女子从
小随母亲或近邻学习纺花、织布、扎花、绣花，
在当地有“城固有女皆架花”的民谚流传。

“在当时物质缺乏的时代，架花刺绣主要
是用来美化和装饰人们的生活，同时又不仅仅
是应用于家庭生活实用那么简单，它还是女子
人格是否被尊重的重要条件和人际伦理的纽
带。家户人家娶媳妇，新娘的陪嫁都是自己绣
的，结婚当天要展示出来，架花绣得好邻里都
会称赞这家人娶了个巧媳妇。”城固县文化馆
非遗科科长张清华介绍道，城固架花不同于一
般刺绣,刺绣重刺,架花重架。它主要以土布作
底，用针将五彩丝线挑绣在底布经纬线交织的
网格上，图案造型以团花、折枝花、盆花、花蝶、
果卉、角花等为主，不仅传递着当地民俗风情，
亦是陕南地区农耕文化的缩影。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架花传承陷入困
境，多年前，我与架花在一次民间美术普查工
作中‘一见钟情’，一辆老式自行车陪我拜访
了多位架花艺人。”城固县文化馆退休美术干
部翟培德表示，在长达 30年的探索研究中，他
整理并掌握架花几近失传的多种针法，收集
了 700 余件架花绣品，培训出苏焕美、鲁菊贤
等 30 余名架花艺人，使濒临失传的架花技艺

“绝处逢生”。
2009年，城固架花被列入《陕西省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推荐申报国家级保
护项目，翟培德的不懈耕耘终于有了收获。

非遗技艺心手相传

近日，记者来到城固县架花县级传承基

地，绣娘们正在全神贯注地用一根细针在白
色底布上挑出大千世界，绣出繁花似锦。

如果说翟培德是城固架花保护与传承的
拓荒者和守护者，丁茹、苏焕美等则为架花技
艺的传承注入了新力量。

在丁茹儿时的记忆中，经常看到家中老
人认真刺绣的身影，一幅幅活灵活现的作品
让她十分惊叹。那时，只有几岁的她常常跟
在她们身边，扯线团、穿针，偶尔也会跟着绣
上几针。耳濡目染下，那“一针一线”也成了
丁茹心中的一份热爱。

“长大后我更是沉迷其中，收藏了很多架
花作品。2016年，因想了解部分架花图案的寓
意，去请教翟培德老人，一来一去便与翟老的
徒弟苏焕美相识。传统技艺的传承需要有新
力量注入，我有责任守护好自己的‘挚爱’。”丁
茹笑着说。

2018年，她与苏焕美携手投身架花事业，
首 次 开 展“ 锦 绣 城 固 架 花 培 训 志 愿 服 务 项
目”，为当地部分农村留守妇女开展了 10期架
花培训课程，效果十分显著，之后每年都会择
期举办。

家住董家营镇七里店村的孟建丽就是受
益者之一。因为在家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她一直没有收入来源。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
到城固架花，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跟着一
起学习，逐步掌握了城固架花刺绣技艺。“学
会了这项技能，我在家里就能通过绣花实现
增收，工作时间自由，也方便照顾两个孩子。”
采访中，孟建丽难掩心中喜悦。

“作为一门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技艺，
我 觉 得 城 固 架 花 应 该 有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喜
欢。”苏焕美说，今年 6 月，他们带着众多作品
走进城固润智九年制学校，现场为学生们讲
述了城固架花源远流长的历史，并详细介绍
了架花的针法、绣法，同学们兴趣浓厚，纷纷
参与实践。

“我们学校成立城固架花社团，实现了非
遗保护与青少年文化教育的有机结合，不仅
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培养了他们的协调
动手能力，最重要的是让本土优秀传统文化
在青少年心中扎下了根，实现了非遗在青少
年一代身上的继承与发展。”润智九年制学校
校长史洪涛说道。

古法刺绣焕发新颜

绣花针下青丝万千，一针一线绣无限美
好。作为绣娘，苏焕美用她手中的一针一线
来诉说着她对刺绣的热爱。作为非遗传承
人，她希望将刺绣技艺传承发展下去。

“受地域限制，传统架花主要以黑、白、蓝为
主色调，色彩不够丰富。”苏焕美表示，随着时代
的发展，她们在严格遵循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上，
大胆用色、创新架花图案，打造具有架花元素的
文创产品，让传统的架花焕发出新生机。

记者在城固县架花县级传承基地看到，
上百幅非遗架花作品图案精美、形态各异。
从小巧的手帕到全套的床上用品，从连衣裙
到布艺摆件，都绣着寓意吉祥的架花图案，有
的淡雅素净似水墨画，有的色泽鲜亮图案精

美似油画，令人赏心悦目
城固架花也因其绣品古朴淡雅、乡土气

息浓厚而升级为极具欣赏价值的艺术品和
特色旅游纪念品，深受游客欢迎。“去年城固
架 花 绣 品 订 单 总 额 超 过 了 70 万 元 ，今 年 上
半 年 就 销 售 了 近 50 万 元 。 目 前 ，全 县 现 有
在册绣娘 300 余人，我们与多名绣娘签订了
长 期 订 购 合 同 ，其 中 有 21 位 脱 贫 户 。”丁 茹
说 ，只 要 绣 娘 们 有 成 品 她 们 就 以 高 于 均 价
20%的价格收购，鼓励妇女们通过自己的劳

动致富增收。
绣娘们还积极参加各类研讨会、绣品展

览展销，开发旅游产品等，如今，架花绣品不
仅在国内小有名气，还“走”出国门，远销英国
和新加坡等地。

“我们想做的，不仅是发展一种产业，更想
为展示城固传统文化架桥，为家乡妇女们‘绣’
出美好生活，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丁
茹表示，绣娘的美藏在那密密的针脚里，那一幅
幅绣品就是她们心中对未来最美好的希望。

镇巴腊肉，是秦巴山区的代表性“土特

产”，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并以其独特的腌制

工序和考究的选料远近闻名。以腊肉为主的

畜牧产业既是镇巴县的传统产业，又是县域

四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镇巴腊肉产业

发展坚持走绿色循环、清洁低碳、高质量发展

之路，将特色产业转化为支柱产业，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龙头带动 实现全链条发展

位于该县小洋镇绿色产业园的陕西镇弘
蜀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食品加工厂里机器轰
鸣、腊肉飘香。“我们的产品在西安、深圳等地

卖得特别好，还在北京开了展示门店。”公司

副总经理吴浩告诉记者，这家由返乡创业青

年 发 起 成 立 的 本 地 腊 肉 龙 头 企 业 ，产 量 从

2020 年的 80 吨发展到 2022 年的 300 吨，去年

总产值已突破 2500万元。

借着镇巴腊肉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

金字招牌，一个产业园打造出了一条产业链。

据了解，镇巴腊肉科创中心将于明年年底
建成投用，项目总投资约 1.8亿元，建成后将成
为全县冷鲜肉深加工、腊肉深加工、腊肉制品
加工的生产中心以及预制菜新产品研发中心，
成为与高校重点实验室合建的镇巴腊肉校企
联合研究中心，将进一步扩大镇巴腊肉产业规
模，加强延链补链，促进三产深度融合。

镇 巴 县 坚 持 以 做 大 做 强 腊 肉 产 业 为 目
标，出台了《镇巴腊肉链长制工作方案》等产
业发展政策，推出“绘链明路，挂链作战，强链
补短，延链服务”四项举措，推动镇巴腊肉产
业提质升级。

如今，镇巴腊肉产业链建设各个环节均
取得了突破，选育 4个生产镇巴腊肉的生猪品
种，建立母猪繁育饲养基地、仔猪繁育基地、
育肥猪饲养基地，每年饲养镇巴腊肉专用育
肥猪 2 万头，年加工能力达到 5000 吨。同时，
还催生带动了一批饲料、有机肥加工、冷链物
流企业，呈现出了集群化发展态势。

创新模式 提升品牌价值

提升品牌价值，势必要把牢质量关，为消
费者提供公开透明的消费体验。在发展壮大
腊肉产业的这条路上，镇巴县围绕腊肉全产
业链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为每一块腊肉
定制一张“身份证”，对产地环境、投入品质、
生产过程、检疫检测、加工储运、销售流通和
消费者反馈等质量安全关键环节建立线上档
案，实现了腊肉来源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过
程可展示、结果可反馈的全产业链无缝追溯
监管，为腊肉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打牢了坚
实的基础。

“消费者只需通过扫描追溯二维码便可
获知产品真伪，并同时获取产品名称、生产日
期、生产厂家等一系列溯源信息 ,保证了商品
信息的透明化、可视化，也提升了消费者对企
业品牌的信任度。”吴浩告诉记者。

2022 年，由镇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
的《打造“镇巴腊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准+
追溯”模式》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品牌建
设优秀案例，是我省唯一入选商标品牌建设
区域建设类案例。

自 2010年获批成为国内首个腊肉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以来，汉中市与镇巴县采取多项

举措推动腊肉产业化进程，土特产的品牌力
不断加强，规模与效益均取得长足进步，“镇
巴腊肉”品牌价值评估 1.79亿元。

同时，为了全方位提升品牌价值，不断
扩大品牌效应，具有地域文化符号的包装设
计也不可或缺，“镇巴腊肉”地理标志产品外
包装取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通过讲好
女子之情窦初开、喜鹊萦坊、巧手持家、千年
留香四个故事，让“镇巴腊肉”地标品牌香飘
万里。

富农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土特
产看似普通，却可以做出大文章。

“我们开始只想着做点儿腊肉寄给外地
的亲朋好友，后来猪收得多了，就想着怎么让
更多人也能吃到镇巴腊肉。”今年 45岁的文光
琴和丈夫从做建材生意转为创立腊肉品牌。
每次看到乡亲们养两三头猪但一般只宰一头
做腊肉，就想到了收购这些富余的农家猪，用
奶 奶 教 给 她 的 方 法 做 成 本 地 特 色 的 腊 肉 。
2022年，文光琴的地标腊肉卖出了 20多吨，腊
肠、腊排骨以及被当地人称作“血粑”的猪血
丸子也卖出了好几吨。

远在北京、上海的客人给文光琴发微信：
“镇巴腊肉吃起来很香，我还要再买一点送给
朋友。”以往交通不便阻碍了镇巴腊肉的销
售，现如今物流运输短板不断补齐，镇巴腊肉
也搭上了互联网电商的快车，走向全国各地
消费者的餐桌。

“镇巴腊肉不再只是一种农产品，更是一
个具有品牌价值、能够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
升级的产业。”镇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高吉平说。

截至目前，镇巴县已有 SC 认证腊肉加工
企业 8 家，建成专属养殖基地 35 家，带动就业
岗 位 8000 余 个 ，全 年 生 产 能 力 达 5000 吨 以
上，综合产值近 10亿元。

“镇巴腊肉”产业依托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走出了一条地理标志助力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的成功路径，让原产地农户和企业受
益，品牌“含金量”不断提升。如今，大巴山的
绿水青山正在加速变成镇巴百姓致富的金山
银山。

非遗“针”功夫 “绣”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 朱媛媛

秦巴腊味飘香 舌尖产业富农
本报记者 刘俊强

陕西镇弘蜀乐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国飞同职工一起检查工艺流程，确保每块出厂腊肉的品质（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汤江 摄

架花艺人为孩童讲解技艺。 城固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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