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最大的苗寨——西
江千户苗寨

初识西江苗寨，震撼之后更多的
是一种平实的感觉。那种大山的平
实、民风的朴实、遥远的真实。

西江千户苗寨，一个保存苗族“原
始生态”文化完整的地方，是领略和认
识中国苗族漫长历史与发展的首选之
地。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西江苗族
同胞在这里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在苗
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
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
光。

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
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
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
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
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站在高处，鸟瞰苗寨，真佩服苗寨
祖先在此选址建寨的智慧。这真是
一个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苗寨坐落
在起伏的青山之中，清澈的河流从寨
前流过，河道两旁平坦宽阔，建有许
多民居。苗寨数量众多的房屋，依托
两座缓缓的山坡，层层叠叠，次第而
建。河道如绿色的缎带，从苗寨脚下
缓缓东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
苗家华贵的服饰，给苗寨平添妩媚的
风韵。

千户苗寨，就像一卷如幻如梦的
古老的水墨画卷，美丽生动，形象细

腻。这些古老的沧桑，这些自然的朴
实，悠远而漫长，仿佛进入了一个最质
朴最纯净的世外桃源。这里是目前中
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是苗族第三次大迁徙的主要集结地，
素有“苗都”之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
镇和全省 13 个保护与建设的民族乡
镇，被誉为“中国苗族文化艺术馆”，是
研究苗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

“鸟笼之乡”——卡拉村

行驶在去丹寨县卡拉村的公路
上，很远就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精美的
鸟笼矗立在山顶之上。导游告诉我
们，卡拉村原来是个落后贫穷的苗寨，
后来由于发展鸟笼产业而致富。村民
为了感谢鸟笼带来的幸福生活，就投
资在山顶建了一个巨大的鸟笼。

走进卡拉苗寨，村容村貌整洁良
好，寨子里一栋栋苗家吊脚楼掩映在
树林间，充满诗情画意。一楼的厅堂、
院子里堆放着已编制好的鸟笼，呈现
出家家编制鸟笼、户户都是艺人的场
景。

卡拉村手工鸟笼工艺独具特色，
被誉为中国“鸟笼文化艺术之乡”。卡
拉村鸟笼主要以楠竹、金竹、雷竹等为
原材料，坚固耐用而且不变形，品种繁
多，规格各异，形状多样，除了普通鸟
笼外，还有集编制、雕刻、蜡染、刺绣、
书法、绘画等艺术为一体的精品鸟笼，
畅销全国，还远销东南亚及欧美等地。

近年来，在“鸟笼之乡”文化品牌

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卡拉参
观，带动了农家乐的迅猛发展。卡拉
村也成为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快速发
展的一个缩影。

侗乡第一寨——黎平肇兴

乘车来到黎平县肇兴，山前上千
座瓦顶木壁吊脚楼映入眼帘。吊脚楼
从山上蔓延到山脚，铺天盖地，徐徐展
开，不少同行的游客连连感叹：“太美
了，太美了”。

肇兴侗寨是中国最大的侗族村寨
之一，素有“侗乡第一寨”之称。这里
体量庞大的侗族民居、河溪之上的风
雨桥、飞檐层叠的鼓楼，共同构成贵州
传统木建筑活态博物馆。鼓楼底层，
几十名服饰华美的侗家女无需他人指
挥，就唱起了多声部无伴奏的侗族大
歌，欢迎来客。

由于持续降雨，游客减少，寨子里
明显少了许多喧嚣。游客冒着绵绵细
雨，漫游其中，雨桥上当地老人休憩话
家常，听鸟鸣虫唱、看流水潺潺、吸洁
净空气，十分惬意。

因入选中小学教科书闻名的鼓楼
是侗族特有的公共建筑，一般侗寨每
寨一座，肇兴有 5 座，分别以“仁、义、
礼、智、信”命名，是与汉族文化交融的
佐证之一。

2005年，肇兴在《中国国家地理杂
志》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中，
被评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
之一。 （鲍文）

苗乡侗家情
年初，贵州入选美国《纽约时报》推荐的2016年世界上52个最值得到访的旅游目的地，入选理由主要是“苗家山寨和侗家山

寨保留了不紧不慢的舒适节奏和最淳朴的真实感，而黔东南州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道是神州多胜地，但觉桃源在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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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届毕业生陈志林现任伊利集
团奶酪事业部总监助理；2011届毕业生
董媛媛专升本后攻读硕士，现已接到英
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
书；2014届毕业生姬家平与人合伙创
办荣辉装饰公司……近年来，河南质量
工程职业学院在就业工作中推行“精准
化服务”理念，努力实现多形式多渠道
就业格局。

瞄准市场需求 锤炼过硬本领
当前，社会舆论已习惯把6月说成

大学生就业季，不过，对河南质量工程
职业学院而言，就业工作在学生进校之
初就开始了。

开展就业调研，了解人才需求。学
院就业指导中心通过走访、座谈、调查
问卷等方式，定期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
推介工作调研，了解人才需求、企业需
求、岗位职业能力要求、毕业生就业发
展情况等,把脉市场需求，找准方向。

紧跟市场需求，开设对路专业。学
院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对专业技术人才
需求的变化，积极开展工学结合的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学院现有中央财政支持专业建设
项目两个、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6个、省
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4个。

强化综合素质，培养动手能力。近
年来，学院把学生创业能力和创新素质
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指标，充分利用校
内资源建设实验实训室、实训实践基地，
鼓励学生在仿真实训中创新创业，培养
了一大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技能型人
才。学院现有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建
设项目两个、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4个、
省级示范性综合实训基地1个。

推行精准化服务 做好就业大文章
今年，“精准就业服务”成为学生就

业工作的关键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
学院利用多重渠道，建立就业供需服务
平台，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精准推送符

合要求的供需信息。
精准对接，深化校企合作。学院认

真总结与用人单位的交流经验，依托河
南质量工程职教集团，深化校企合作机
制，重视优质就业资源开发，稳定一批
实训就业基地，拓展一批紧密型合作单
位，促进毕业生在骨干企业、在专业对
口单位就业。

精准服务，创建优质平台。学院经
过充分调研，为毕业生建档立卡，实时
监测就业动态，做好信息化建设和跟踪
服务；整合各方就业信息资源，依托就
业网、微信、QQ群等，打通与毕业生传
递信息的主渠道，构建就业信息精准送
达的新媒体平台。

精准宣传，做好就业帮扶和创业扶
持。学院针对就业困难毕业生，了解原

因，建立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信息数据
库，通过开展个性化辅导、精准信息推
送、组织专场招聘活动等，做到精准帮
扶；通过强化创新创业教育，激发学生
创业兴趣，培育学生创业能力；举办“创
业大讲堂”、创业大赛，推进大学生创业
孵化基地建设，实现创业大学生和企业
创新项目、创新资源、创新平台的对接。

精准指导，增强毕业生自信。学院
针对不同就业类型定期开展就业培训
指导，对于继续深造毕业生开展有针对
性的主题讲座，对期望就业的毕业生定
期召开专场招聘会，对未就业毕业生做
好数据统计及跟踪了解；举办“就业指导
大讲堂”活动，邀请就业指导专家、社会
成功人士以及已毕业校友等举行讲座，
增强在校生的职业意识和就业信心。

该院一名毕业生在招聘会现场告
诉笔者：“从大一下半期开始，学校每次
组织讲座、招聘会我都会来，以前是凑
热闹，现在才感觉学校组织这种活动，
让我们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企业、岗位，
在对比中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我
们帮助很大。”

成就卓越技能 点亮出彩人生路
扎实的人才培养基础和精准的就

业服务，为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的就
业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几年，学
院学生参加全国、全省各类大赛，多次
获奖，这样的学生，具备卓越的技能，用
人单位当然抢着要。

就业工作水平持续提高，就业成效
显著。学院运用“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
服务一体化系统”，多种传播手段发布

招聘信息，2013-2015年举办各类招聘
会 86 场，共发布企业招聘信息 5500 多
条，提供13000多个就业岗位。学校连
续两届被评为河南省普通大中专生就
业工作先进集体。

就业指导积极有效，毕业生呈现多
元化发展。2013—2015年学院共有690
多人参加“三支一扶”“大学生服务西部
计划”和“应征入伍”等项目的报名工
作，有 80 多名学生应征入伍，有 414 名
同学升入本科院校继续深造。

近两年，学院学生先后获得全国职
业院校模拟创业技能竞赛一等奖、第六
届全国职业院校在校生西点创意大赛
优秀选手称号、河南省首届高职高专物
流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

该院党委书记张清林说：“实现学
生高质量就业，是学院竞争优势的一大
法宝，也是学院构建品牌力和提升学生
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十三五期间，
我们将树立‘民生工程’意识，推行精准
化就业服务理念，全力以赴地做好大学
生就业工作，确保就业创业工作目标的
实现。” （张晓东）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就业工作纪实

推行精准化就业理念 点亮出彩人生道路

沙头镇，位于浙江省永嘉县。虽说地界不
大，但麦饼的气息非一般的浓。从镇的一头到
另一头，满是卖麦饼的店铺，沿着公路两旁摆
开，沙头俨然成了麦饼的王国。

各家店主也不叫卖，只顾低头做着麦饼，但
生意出奇的好。我在一家麦饼店前停下脚步，
只见麦饼色呈金黄，很诱人食欲。初看上去好
似一个样，但分咸菜和霉干菜两种馅料，馅里都
裹着一些肉末，随顾客个人口味的需要挑选。

接过店主递来的麦饼，送入口中，喷香的味
道在轻咬的那一刻起，便充满了整个口腔。薄
薄的面皮口感纯正，松脆相宜。咸菜馅的，酸里
透着甜，嫩滑的咸菜夹带着被烤脆的饼皮，上下
排的牙齿在这美妙的滋味下情不自禁地打起仗
来；霉干菜馅的更是清香宜人，爽朗上口，让人
感受到滋味的深沉。

听店主介绍，沙头麦饼的制作，大致要经历
做馅、团面和烧制三个步骤。过程虽不复杂，但
有着“三到”的讲究：皮到、料到、火到。

“皮到”，顾名思义就是指麦饼的皮，其厚度
是制作麦饼的要点。如果饼皮过厚，那么烤出
的麦饼，里面的馅心部分可能还是夹生的，若是
太薄，又会少了那一分嚼劲。“料到”，是指馅料
的多少要到位。馅太多，面粉包裹不住，且难以
熟透，过少则味道欠佳。而“火到”，更是直接影
响到成品的美观与口感。火的大小，烤制的时
间长短，都很关键。

此外，纯正风味的沙头麦饼，坚持使用本地
最优良的原料，以求原汁原味。面粉必须用本
地山水和土壤所生长出来的小麦碾的粉，其麦
香浓度在温州地区可是首屈一指的；而馅料中
的猪肉都是农家自养的猪，肉味自是香美；咸菜
亦多为自制，需经两天日晒后，放在定制的木桶
里，盖上盐等一系列工序自然腌制而成。

沙头镇曾是船运的交通要道，是永嘉楠溪
江流域到温州的必经之路，沙头作为中转站自
然就成为商旅歇脚的埠头。过去，沙头镇周边
沙地多，种不了水稻，却很适合种麦。因此，几
乎家家户户都能在一年中收上千斤的麦子，除
了自家吃，多余的部分就会磨成粉制作麦饼。
沙头人在自家沿街的老房子门口，摆上乡村用
的柴火灶，上面再支起一口大铁镬，这麦饼就开
卖了。麦饼易于保存又能饱腹的特性，使之很
快便成了深受过往商旅青睐的干粮，而沙头的
船来船往也让它有着不错的销路。在其后漫长
的演变中，沙头人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细腻的
制饼手法，用料愈发精细，滋味更为丰富，麦饼
由最初旅人手中聊以充饥的粗糙主食，摇身变
为一款名扬四方的乡土美食。 （钟正和）

沙头麦饼分外香

家家编制鸟笼、户户都是艺人的卡拉村

唱起大歌迎来客 梦幻缥缈中的事物，往往趋于完美。庐山
因神秘而完美。

从九江到庐山，一路阳光明媚。然进得庐山
山门，雾便凭空而起，刚刚还在眼前的秀美景色
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接下来的旅程便是在梦中
了。除了隐隐的水流声，便是汽车的轰鸣声了。

这便是庐山，处处散漫着神秘的色彩。山
道弯弯，曲曲折折，蜿蜒起伏。车行驶在云里雾
里，人也觉得似在梦里。白茫茫一片，除了扑刷
着车窗的树枝和汽车的喘息声，剩下的好像只
有转来转去，左拐右拐。到底转了多少弯？人
在梦中，各做各梦，无人操那个闲心。

雾还在，车停了，牯岭到了。
牯岭是庐山之中一个岭，因其较平坦，较开

阔，故而有了人烟，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为一个市
镇。因其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故而成
为休闲宝地。名士故居，贵人别墅比比皆是。
虽则早已物是人非，但其天人合一的神气与优
雅，令当世之游人个个嗟叹不已：好一个超凡绝
尘的世外桃源！难怪陶渊明连官都不要做了，
倒不是真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确这里可以达
到更高的境界——成仙。

朦胧的山，参天的树，碧绿而茁壮的翠竹，淙
淙流过的溪流，杜鹃花摇曳在脚边，杜鹃鸟鸣叫
在深林，诗耶？画耶？身居此境不想成仙都难。

大雾弥漫着，笼罩了整个庐山，也笼罩了牯
岭。虽然已是夏天，却着实有些寒意。雾气布
满了山谷林涧，树梢竹尖上一动不动，这庐山仿
佛凝固成了一幅画，一幅神秘的山水画。然这
画还没看清楚，雨却从天而降，毫无征兆，随其
所欲。雾雨天里自然欣赏不到景色了，纵然青
山绿水娇媚无限，也只好任她们擦肩而过了。

沙沙的雨，淙淙的溪流，间或清脆的鸟鸣。
听！听山，听水，听景！
这是另一种境界！ （张荣生）

烟雨庐山

大美黔东南

西江千户苗寨西江千户苗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