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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甄二仙，她正安静地坐在屋檐
下，微微眯着双眼，一只手稳稳地托着
绣布，另一只手的食指和拇指轻轻拈起
绣花针，时而上下翻飞，时而左右穿梭，
针尖沿着预定的弧线游走，动作娴熟，
每一针的落点都精准无比。

今年 65 岁的甄二仙家住鲁甸县桃
源回族乡桃源村，是一个典型的“绣花
女”。她从小跟着奶奶和邻居姐妹学习
刺绣，在穿针引线中，不仅练就了一手
精湛娴熟的刺绣技艺，还用一针一线

“绣”出了幸福生活，带领村里妇女走上
了一条致富路。目前，她已是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回族刺绣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获得“第五届云南省拔尖农村乡土
人才”称号，她的刺绣产品远销上海、成
都、昆明等地。桃源村也因此入围“云
南十大刺绣名村”。

家乡的女子爱绣花，刺绣在昭通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少
数民族众多、文化底蕴丰厚的鲁甸县，滇
绣更是当地广大农村妇女几乎人人都能
掌握的一门绝活。在飞针走线之间，绣
娘们用彩色丝线绣出山川日月、鸟兽鱼
虫……栩栩如生，尽显神奇。

如果说甄二仙是老一辈刺绣的传承
人，那“90 后”余睿则是接过“接力棒”的
新时代绣娘。在云南滇绣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滇绣公司”）的绣坊里，
余睿正在给顾客介绍绣品，各式各样独
具特色、精美别致的绣品尽收眼底，令人
叹为观止。这是记者第 2 次采访余睿，5
年前，她还是一个 25 岁的小姑娘，如今
她已为人母。

2017 年，余睿毕业于西南科技大
学，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滇
绣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鲁甸为培
养优秀的绣娘，并与相关企业携手打造

“滇绣之县”的文化扶贫项目。
绣娘们精湛的刺绣技艺让余睿为

之叹服，惊叹之余，她主动申请成为这
个项目的第一批学员。2017 年 9 月，余
睿和学员们一起到丽江跟随刺绣大师
学习刺绣技艺，并获得手绣技工制作
三级证书。学成归来后，余睿作为第
一批师资力量被充实到鲁甸县崇文阁
滇 绣 培 训 中 心 ，从 事 刺 绣 教 学 和 管
理工作。2018 年 5 月，余睿任滇绣公司
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

短短几年，滇绣公司采取交流培训
的方式，定期邀请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刺绣大师、丽江刺绣名师到本地传授
精湛的刺绣技法，并分批次组织优秀绣
娘外出学习深造，待学成归来后再作为
新的师资力量，系统地、专业地向当地
农村妇女、特殊学校学生、在校学生等
刺绣爱好者免费传授刺绣技法。如今，

滇绣在鲁甸县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手
工文化产业。

“这幅绣品有着特殊的意义，曾在
云南省工艺美术第十四届‘工美杯’中
荣获金奖。”走进绣品展厅，一幅《农村
新貌》引起了记者的关注。据余睿介
绍，这幅绣品的作者是鲁甸的一对大学
生姐妹，她们通过一针一线，将农村的
崭新面貌和搬迁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
喜悦之情细腻地呈现出来。

“这是鲁甸 100 人同心绣党旗、一针
一线谢党恩的刺绣场景。”余睿指着展厅
里一幅多人围坐在一起刺绣的照片介绍
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鲁
甸县妇女群众、军营女兵、学校师生和专
业绣娘等 100余人，用 1个多月的时间同
心绣制了 9面党旗，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我们目前正积极筹划一项具有创
新性的发展计划，将本地独具特色的竹

编、朱提银和滇绣巧妙地结合起来，开发
一系列文创产品。”余睿介绍，鲁甸的竹
编工艺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滇绣则以其
细腻精美而闻名，朱提银更是承载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充分挖掘和利用这
些优秀的文化资源，通过融合与创新，将
传统工艺赋予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轻抬柔荑慢拂指，一针一线绣芳
华。余睿专注地坐在窗前，手中的针线
在绣布上穿梭，阳光洒在她的身上，仿
佛为她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在这
一方小小的绣布上，余睿用针线绣出灿
烂的人生。

巧 手“ 绘 ”新 景 ，指 尖 开 出“ 幸 福
花”。这双手，不仅是创造幸福生活的
手，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手，她们传
承着前辈们的精湛技艺，又不断创新，
用手中的七彩丝线，深情地讲述着鲁甸
的滇秀故事……

“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当今，人
们也许只知昭通曾以朱提银著称于世，却
不知朱提银具体产于何处。

岁月长河，悠悠流逝。鲁甸县乐马厂
朱提银开采的鼎盛时期，十万商贾云集乐
马厂，会馆众多、楼阁林立、石阶蜿蜒、钟
鼓四起，乐马厂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光芒
四射地镶嵌在滇东北气势磅礴的大山之
中。鼎盛时期的乐马厂已随岁月的长河
飘然离去，然而，历史不会因为岁月的淘
洗而无迹可寻。

为了寻找乐马厂银矿遗址，记者在鲁
甸县银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有

学的带领下，来到银矿遗址——龙头山镇
八宝村。

朱提银的生产自西汉末年到清朝光
绪年间，持续了 1000 多年的时间。乐马
厂银矿大旺时期，年产银 150 万两至 200
万两，在当时的云南省八大银矿中，名列
第二。

如今，八宝村村民居住在乐马厂银矿
遗址四周，他们多数是当年来此办矿商贾
的后裔。

八宝村村民小组所在地，有乐马厂
西岳宫遗址。历经百年沧桑，矿区内石
阶两边有布满斑驳青苔的石狮、石狗、石
猴、石鼓以及古桂花树等，这些都是乐马
厂大旺的佐证。

“千年银都”的马蹄声渐渐远去，存世
的朱提银已成为博物馆的藏品。

近年来，为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切实以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文旅融合发
展，定点帮扶单位保利集团捐赠资金 350
万元用于朱提银的产业发展。龙头山镇
八宝村、骡马口社区、沙坝村联合成立集
体经济公司，依托龙头山国家 3A级旅游
景区，建成一个以销售朱提银工艺品为
主的综合性旅游景点，成功孵化了朱提
银文化产业。

26岁的李有学是土生土长的八宝村
人，他的先祖从江西千里迢迢地来到乐马
厂开采银矿，一辈又一辈的李姓子孙因朱
提银而在昭通繁衍生息。

龙头山镇 10年的发展，离不开党委、
政府的倾力相助，也离不开群众的辛勤耕
耘。一个乡镇要发展，经济的发展不可
或缺，文化脉络的延展同样重要。

在推动家乡发展的道路上，李有学寻
找每一个适合家乡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希
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为家乡带来更

多的发展机遇和活力。
李有学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他对朱

提银的历史可以做到如书本般的表述，这
和他对朱提银的热爱、对祖辈事业的传承
以及发展家乡的执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他希望将这份事业传承下去，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爱
上家乡，共同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这
也成了他前行的动力。

“文创”是传承文化、展示特色的重要
途径。鲁甸县银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深
入挖掘朱提银的文化内涵和特色，设计出
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开发和销售
文创产品也是促进龙头山镇经济发展的
重要手段之一，能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和经济收益。

走进龙头山镇朱提银展馆，成色
佳、品质优的器皿、饰品、银版画等 170
款银器成品，让人感受到朱提银千年前
的风采。

朱提银文创产品款式新颖，类目众
多，不仅具有观赏性和收藏价值，还具有
实用性和市场竞争力，是龙头山镇打造文
化旅游的一张名片。

李有学拿起一件制作精巧的吊坠，用
手抚摸着银饰品上的纹理，眼神里充满欣
赏。他介绍说，2024年，鲁甸县银源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确定将“龙头”和“龙尾”包
裹着的朱提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
——云板，作为朱提银Logo并成功注册，
这标志着朱提银文化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2023年12月，李有学、龙头山镇挂职
副书记马晓红带着朱提银饰品做客央视

《新国货榜样》栏目。他们以“质量标准”
为前提、“传承与创新”为核心，向国人展
示了朱提银文化品牌所承载的历史文化
和地域特色。

龙头山镇创新发展文化产业，通过
故事化的方式展现朱提银文化品牌的历
史和文化魅力，把工艺美术和乡村振兴
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培育本土产业和人
才队伍。朱提银博物馆、朱提银非物质
文化遗产技艺传习基地、专业直播基地、
朱提银品牌产品展示馆以“请进来、送出
去”的方式，强化银匠艺人传统技艺的传
承和培训。

穿越历史印记，再现银光熠熠。龙
头山镇借助朱提银文化品牌，把发展产
业、乡村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结
合起来，扎实讲好鲁甸故事，擦亮鲁甸

“千年银都”名片。

穿越历史印记 再现银光熠熠
记者 陈允琪 文/图

巧手“绘”新景 滇绣“说”变化
记者 雷明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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