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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张艳萍

石龙山村风光好，同心“染”出致
富图。

在巍山县南诏镇自由村委会石龙
山村，有一位返乡创业的彝族“女汉
子”，用稚嫩的双肩撑起了一片创业的
天空，带着65名员工和500多名农村妇
女走上了增收致富的路子。

她，就是大理州第十四届、十五届
人大代表、巍山县三彝扎染工贸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敏。

耳濡目染 钟情扎染

“银针扎就天下绝版，巧手解开人
间疙瘩。”

这副对联，写的是巍山的扎染，如
今就挂在巍山县三彝工贸有限公司扎
染厂内，它的创作者，是三彝扎染厂的
创始人李石生。

巍山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
民间扎染艺术之乡”，扎染是巍山这片
古老土地上一项民间独特的传统工
艺，采用精湛而细致的手工技巧，在麻
或棉布面上勾绘出图案，随后手工按
图案穿针引线，严密缝合后，再进入染
缸染，每染一次，色深一层，经反复浸
染后，出缸、漂洗、晾干、拆线后即成精
美的手工艺品。

现年 34 岁的李敏出生于一个扎染
世家。1988年，李敏的父亲李石生创办
了三彝扎染厂的前身———巍山县巍
宝彝族染织厂，建厂初期的规模非常
小，工人只有 10多人。2001年，随着巍

山扎染产业的发展，李石生将巍宝彝族
染织厂扩大规模，成立三彝扎染工贸有
限公司。

在耳濡目染之下，李敏自幼就对扎
染产生了浓厚兴趣。5岁时就跟着母亲
拆布，9岁时和父亲学会了简单的扎花、
浸泡、浸染、漂洗……成为了扎染制作

“小能手”。
“父亲将扎染厂取名为‘三彝’，是

取意于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巍宝彝族
染织及生产彝族产品。”李敏说，当时父
亲李石生建厂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彝
族民间传统艺术和民族扎染制品的传
承和发展，同时给村里的妇女一个就业
的机会。

如今在自由村，许多妇女都掌握着
这门扎花绝学，她们用飞针走线的传统
工艺扎就“天下绝版”的各种图形，最后
村民用不同的工具仔细地拆开扎花部
位，犹如解开“人间疙瘩”。“妇女们聚在
一起扎花、拆花，唠唠家长里短，相互开
导排解，竟然意外地使家庭和睦了，邻
里关系和谐了。”李敏说。

接过重担 创新发展

读书毕业找个稳定工作，是很多农
村孩子的梦想。

大专毕业后，李敏也曾在巍山县司
法局工作过，后来自己在下关开办过服
装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时间到了 2018 年，已年近七旬的
李石生决定把公司发展的重担交给女
儿，并告诉李敏：“这不单单是赚钱的问
题，而是一种社会责任，要把扎染这门

技艺传下去，让公司里所有的老员工有
饭吃。”在父女俩的共同努力下，2019
年，三彝扎染厂的扎染产量为 15.6 万
米（件），产值达1208万元。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李敏来
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在过去，三彝扎
染厂的产品主要以出口日本、韩国、英
国为主，生意最好的时候，年出口达
1200万元，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占总营
业额的 90%。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公司
订单急速下滑，当时公司还有 37 名员
工，扎染厂零收入、大支出，李敏只能用
过去开公司时的收益来填补亏损。

但李敏并没有气馁。2021年 6 月，
公司接到李宁公司代加工一批植物靛
蓝染色 T 恤的委托，但经过多次打样
都未能达到对方质检要求。李敏就带
领公司染色技术员在染色车间做实
验，连续二十多天没有休息，经过上百
次染色及整理实验后成功开发出固色
新工艺，最终完成了 12000 件染色 T 恤
的订单。

同时，李敏也对传统的扎染产品
进行创新，在室内装饰、服装、生活用
品中加入了新的元素，获得了更多人
的欢迎。2023 年，三彝扎染工贸有限
公司扎染年产量为 50 万米（件），产值
达 700多万元。

一腔热忱 履职为民

2018 年 1 月，李敏当选为大理州第
十四届人大代表后，觉得自己肩上又多
了一份责任。

“把扎染这一传统非遗文化传承下

去既是父亲的遗愿，也是一名人大代表
应尽的义务。”李敏说。为了做好巍山
扎染文化传承宣传，李敏搜集了三彝
扎染 30 余年不同阶段的产品，依托馆
外植物染料种植园，配套扎染流程体
验车间、手织布车间设施，新建了扎染
博物馆，创办了亲子 DIY 扎染体验项
目。2023 年，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3000
多人（次），亲子 DIY 扎染体验 2000 多
人（次），与各省高校（设计专业）对接校
企合作传承扎染技艺教学36场（次），创
收增收18万元。

“人大代表不仅要自己带头致富，
还要带着大家一起致富。”李敏说，近
年来，三彝扎染厂还以“公司+农户”的
方式，把车间设在村寨，在农户家中设
立扎花点，将生产原材料直接送到村
子里，积极鼓励农村妇女利用农闲时
间增加收入，为 500 多名农村妇女解决
就近就业问题，共发放劳务支出 300 多
万元。

如今的李敏，又当选为大理州第
十五届人大代表。六年多来，她认真
履行人大代表职责，以代表身份积极
深入基层，通过视察、调研和日常走
访，提出了《关于大理州内对古城原住
民进入保护范畴的意见建议》《对于给
予重视巍山“扎染之乡”名片的建议意
见》《关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主生
存与发展平台建设的建议》等很多有
效的建议。

“下一步，我将继续做好品牌推广，
组建直播团队，与各大互联网平台合
作，让三彝扎染的销路越来越好，带动
更多的农村妇女就业。”李敏说。

布上生花传技艺 履职为民巾帼情
——记大理州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李敏

本报讯（通讯员 赵若羽）“小薛，
我听见小区宣传今天早上可以免费理
发是吗？”“是呢，金大爷，今早还请了市
委党校的副校长来给大家做文明知识
宣讲，还有志愿者进社区送服务，为大家
免费理发、健康义诊和保健按摩……”
6 月 28 日早上 8 点刚上班，大理市下关
街道文化社区副主任薛丽娅便迎来一
群社区里的老人。

在大理市文明办志愿服务队的各
位老师来了以后，耐心听取了老人们对
发型的要求，理发师一边与老人唠家
常，一边给他们理发。因为腿脚不便，
82 岁的老奶奶已经很长时间没进过
理发店了，平时都是儿女帮忙给她理
发。“不讲究美只追求短，天热起来了，
剪个短头发，老人也舒服。”对上门理发
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理发师，奶奶的女儿
表示感激。

持续两个多小时的志愿服务活动
累计服务辖区居民80余人次，受到了群
众的一致好评。

当天上午，文化社区还邀请了大理
市委党校副校长刘晓坤围绕文明城市
创建知识为辖区党员群众做了主题宣
讲。宣讲活动中，刘晓坤详细阐述了创
建文明城市的重要意义和文明城市创
建的基本知识，倡导大家从现在做起、
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以实际行动参与
到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传递文明、践
行文明、弘扬文明。

在宣讲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还
通过发放文明知识手册、防范电信诈
骗、移风易俗等宣传资料及小礼品共
计 200 余份，普及市民文明公约、创城
应知应会知识，推动居民文明素质持
续提升。

大理市文化社区开展
“文明大理 你我同行”系列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马永军） 为进一
步畅通渠道听民声，真督实办解民忧，
永平县强化服务和责任意识，积极推进
12345 热线管理工作，努力架好群众与
政府之间的“连心桥”。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规范工
作流程，协调解决热点难点重点问题，
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及时有效解

决。二是组织召开全县 12345 热线业
务培训会议，县内开通热线的 87 家单
位联络员参加了培训，进一步提升了
业务人员素质和热线工单办理质量。
三是认真督促指导县内各单位充实完
善热线平台知识库，重点充实部门职
能职责、办事指南、问题解答、政策解
读等栏目，方便话务员查询答案，即时

解答群众来电提出的问题。四是归并
优化各类热线资源，形成以 12345 语
音呼叫号码为主，其他热线号码及网
络渠道诉求为辅的 12345 热线平台，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7× 24 小时”全天
候人工服务。

今年上半年，全县 12345 热线平
台共受理群众诉求工单 609 件，其中，

中国政府网留言转交 4件，云南省人民
政府门户网站转交 16 件，云南省人民
政府微信公众号转交 17 件，州级热线
平台转交 572 件。工单涉及咨询、投
诉、举报、求助、建议等类型，已经全部
按照要求完成了调查核实处理及答复
工作，按时办结率 100%，切实提高了群
众办事服务满意度。

永平：12345热线架起群众连心桥

洱源县卫健局组织县人民医
院、县妇计中心、县疾控中心、县中
医医院、县健教所等单位，利用街
天赶集人流密集的有利时机，共同
开展 2024 年老年健康宣传周活
动。（摄于6月30日）

当天共悬挂横幅 1 条，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 1000 余份，宣传袋 200
个，检测听力、测量血压50余人次。

［通讯员 王滟 赵喜杏 摄］

剑川县马登镇卫生院医生在为文屏村老党员针灸。（摄于7月1日）
近年来，马登镇积极组织行业部门党支部与农村党支部互联共建，充分发挥行

业部门优势，最大限度实现基层党组织共建、服务群众共担、困难党员共帮。
［通讯员 王宏兵 宋永翠 摄影报道］

执法人员对三轮车经营户进行相关检查。（摄于6月25日）
近日，云龙县组织市监、公安交管、税务等部门出动执法人员46人次，对全县三

轮车经营户开展集中整治，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市场监管总局（76）号令，健全完善
进货验收、索证索票制度，随车交付车辆合格证等相关材料，告知购车者及时向交管
部门进行车辆注册登记。整治过程中签订《规范销售三轮车承诺书》26份，发放宣传
材料100多份，现场解答各类问题18个。 ［通讯员 杨善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