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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何红明 

   “我要把黑尔村打造成最具魅力的民族村寨；把黑尔村建成有机水稻生产示范村，实现

黑尔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把黑尔村壮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这是黑尔何书记10年来一直守护的梦想，直至2020年他躺在了病床上…… 

在距离昆明247公里的地方，坐落着一个美丽的壮族村寨—曲靖师宗黑尔村，该地处低

热河谷槽区，又称黑尔槽。走进槽内，你可以饱览瀑布、峡谷、溶洞、江水等自然景观，

你也可以观赏野生猴群、红椿树、木棉树等国家保护的珍稀动植物，当然槽内最负盛名的

还要数“黑尔糯米”。 

俯瞰夕阳下的黑尔稻田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壮族人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以“那”

为标志的稻作文化是壮乡民族的先辈们流传下来的农耕文明，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据“那”而

作，凭“那”而居，依“那”而乐。 其次，还有以“干栏”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堵温”

“碗舞”为流传的歌舞文化，以“糯食”“酸凉菜肴”为特产的民族特色文化。 

何红明黑尔何书记，1980年出生在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龙庆彝族壮

乡黑尔村委会一个偏远的壮族农村家庭，中专毕业后便去广东打工，后

来在师宗县龙庆派出所当了五年的协警，200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

龙庆乡党委派到黑尔村委会担任村党总支书记，一干就是十年，再后来

又担任过黑尔村委会党总支副书记、主任等职务，就这样，他跟农村基

层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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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何书记回忆道：这十年来他一直守护的梦想最初起源于思力中心的伙伴们。2008年

的一天，这群可爱的人来到黑尔，跟他讲述了许多有关传统黑尔糯米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

值，何书记这才意识到要将黑尔村打造成最具魅力的民族村寨，传统的黑尔糯米就是一张

最好的名片，因为在这小小的黑尔糯米中蕴藏着大大的能量。 

何书记解释道：在当地传统的黑尔糯米种植历史悠久，且它的保存、推广和发展均与

当地民族社区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还是当地民族社区的一种重要的传统农业种质资源和宝

贵的优质稻米资源。在种植历史和品质上，450多年前的明朝嘉靖年黑尔糯米曾被定为“贡

米”； 乾隆五十八年十ー月，黑尔糯米被定为“皇朝贡米”；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招待外

宾时亲口品尝黑尔糯米，并评价道：“味道很好，应该很好栽培”；1989年，胡耀邦总书

记到师宗、罗平等地视察工作时，也曾亲自购买了300公斤黑尔糯米；2013年，黑尔糯米再

次成功入围“云南省六大名米”候选名单评定。据此可以看出传统黑尔糯米的品质在历朝历

代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在种植方式上，虽然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现代化种植与管理越来越普

遍，但是对黑尔老品种水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然坚持自己留种，而且从选种、耕田、育

苗、插秧，一直到收割等都坚持着传统的耕作方法和步骤，比如与现代机器耕田相比虽然机

械化更为快捷、省力，但是传统牛耕能更好的保持土壤，种出来的水稻也更香所以黑尔传统

糯米的耕种方式里还保留着牛耕。在传统农耕文化上，它与当地壮族饮食习惯和文化密切相

关，特别是当地壮族节日所需的主要美食。无论是外来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

秋）还是黑尔壮族的传统节日祭祀（如：叫牛魂、祭龙王、祭竜林、祭铜鼓、男人节等），

糯米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有着重要地位。 

周总理对黑尔糯米的评价 

何书记笑着说：那时候年轻敢干，为此思力中心就给我提供了很多国际、国内学习的机

会。外出学习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2009年11月的时候，我荣幸的参与了由思力中心在云南省红河

州建水县组织的“稻飞虱成灾原因与可持续控制策略区域研讨会”，在会上我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也

在会议中了解了农业生态环境、水稻品种、农药化肥、气候变化等因素对水稻稻飞虱爆发成灾的影响。第二次

是2011年1月，由思力中心的李青带我到意大利参加“慢餐运动”，它提倡精致的美食、精美的菜单、优美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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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优雅的礼仪、温馨的气氛和愉悦的会面。这让我不禁想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我们，虽

然生活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但是一直在追赶着农忙时令，都没有慢下来感受一下我们壮族

人民的传统美食和生活，回国后我定要把这里的“慢餐文化”带回家乡，充分挖掘村寨的传

统美食，打造属于黑尔的慢餐文化。 

    两次外出学习使何书记更加坚定，他想要做的就是扩大黑尔传统紫糯米的种植并希望能

把黑尔村建成有机水稻生产示范村，实现黑尔村经济可持续发展。2011年8月9日，为了带动

更多的村民们加入到黑尔糯米的生态种植，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他牵头与其他几位

农户本着诚信、健康、生态的发展理念，以极佳的口感和健康的品质为标准原则共同成立了

“黑尔生态农业种植合作社”，他们成立的初心就是为了保护和传承黑尔传统老品种水稻，

并努力种好每一块稻田，生产好每一粒大米，同时把生态、健康、好吃的大米送到每一位消

费者的餐桌上。 

2011年8月19日成立黑尔生态农业种植合作社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黑尔糯米的生态种植大军来，种植面积由

2008年的8亩上升到2012年的150余亩，每亩水稻平均收入由最初的1330元提高到2800元左

右，于是合作社便开始更大规模地扩大黑尔糯米的生态种植。然而，好景不长，2013天气干

旱，水田也干了，传统糯米产量又低，加上技术管理不到位导致化肥用多了还烧死很多糯米

秧苗……再加上出售价格受市场因素干扰，黑尔糯米的种植面积减少到了60 余亩。 

一切种种仿佛就在昨天，何书记语重心长的说：我想那年参与种植的农户内心多少有些

挫败，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我就打电话给思力中心，向他们寻求帮助，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合

作社提供一些培训或者是技术支持。 

当思力中心得知情况后，他们立马展开调研并分析出：经济问题是影响老乡减少种植传

统糯米的主要原因，只有帮助老乡搭建消费市场，才能提高老乡对传统糯米的保护意识，才

能推动更多村民种植传统糯米，为此思力中心提出“以市场驱动的社会参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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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市场驱动的社会参与”策

略，思力中心协助何书记开展了一系列

培训活动，有水稻种植管理动员会、水

稻病虫害防控、农药监测与技术替代等

等。后来尽管种植面积少了，但是加入

合作社的村民却从早期的8户增加到40

余户，可是销售依然是个大问题，何书

记为此还注册了以壮族语命名的商标—

那依谷，并在当地开办了一个黑尔糯米

加工厂，同时开设门店用来销售合作社

的传统糯米，而思力中心为了守护村民

的这份信念，他们也在昆明市区开了一

家店，帮助黑尔的老乡们售卖糯米，这

家店铺取名为“忆香田”，寓意回味稻

田里传统糯米的历史文化底蕴，守护传

统种质资源，它成立的初衷也是希望通

过绿色消费，促进老品种的保育、食品

安全、成为一个农业扶贫的公益型农产

品店。同时思力中心还帮助黑尔链接一

些消费市场，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每年都会

参加不同类型的年会或者是大型的科普活

动周，其他机构都是拿着宣传单页或者是

出版书籍在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工作成绩以

及向公众宣传、科普相关知识，而思力中

心的展位上不仅有宣传单页、出版书籍，

最显眼的还要数大包小包整整齐齐排列着

的黑尔糯米，面向公众科普时他们有的在

那里科普，有的在那里向公众介绍黑尔传

统糯米。 

后来参与种植农户逐渐增多，销路

又出现了问题，为此思力中心就开始筹

办“采耘农夫市集”，他们希望能帮黑

尔糯米链接更多的销售渠道，以致后来

他们但凡有展销的机会，这群可爱的人

都会去申请一个展位，甚至没人的时候

他们就拉着小推车在小区里吆喝…… 

何书记说：一路走来，虽然我们

合作社的发展很艰难，不仅要面临市

场的考验还要面对价格波动的风险，

但是我们总要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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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对于黑尔来说，是双丰收的一

年，也是鼓舞人心的一年！ 2013年4月，黑尔

糯米成功入围候选云南省农业厅开展的“六大

名米”评选认定。2013年4月19日，师宗县龙

庆彝族壮乡黑尔村，经过层层选拔，最终以其

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从全省

270个村寨中脱颖而出，荣获“云南30佳最具

魅力村寨”的称号。自那日起，黑尔村从来没

有哪一年像2013年那样，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

逝让这个宁静的小山村开始热闹起来。 

何书记说那时我就想黑尔已经荣获魅力村寨称号，如果能在黑尔发展生态旅游，那么这将

是一个新的突破点，这样一来到黑尔的游客不仅能体验当地的民俗民风，领略溪河纵横、瀑布连

台、梯田垒垒的自然农田景观，还能品味昔日被历代君王誉为“贡米”的黑尔糯米，也可以拉近

消费者与黑尔人民之间的距离，加深消费者对黑尔糯米的了解，同时合作社就不需要将黑尔糯米

运到师宗县城里卖，如此一来不仅能将运费节省下来，还能带动村庄经济可持续发展。 

黑尔风光 

当一切准备就绪，似乎缺少一种令人神往的吸引力，农闲之际何书记便邀请了他的几位朋

友，计划着要成立一个乐队，让外界听见黑尔的声音，于是他们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便取名为

“南盘江组合”。当然他们的歌声不只是向外界传递魅力黑尔的存在，何书记更希望通过歌声唤

醒黑尔人对传统壮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何书记十年前的梦想，如今他守了10年，不

料天妒英才，2020年的8月3日他在云南省第一人

民医院被确诊为胃底恶性肿瘤，他守护了10年的

梦突然中断，经过三个多月的化疗和放疗生活，

何书记一家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有痛苦，

有恐惧，有泪水…… 还好他的侄儿子大学毕业后

回来了，又重新站到他的位子上，为他重新扛起

重担，守护他的梦想，一切突然被中断的梦想

又悄然声息地回到了正轨上，而今何书记的身

体正在慢慢康复，他侄儿子所守护的梦想也在

漫漫前路中继续前行…… 

黑尔小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