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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起飞，平安。”6月19日，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在新疆于田万
方机场给家人报平安。2020年，于田万方机场通航后，许多像如
克亚木一样往返于田的乘客最少可以节约四个小时路程。如克
亚木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如今的于田幸福事一件接一
件，群众的日子一年一个新变化。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作为库尔班大叔的重外孙女，如克亚
木·麦提赛地和家人比以往更忙碌，因为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作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基地，来参观的人格外多。库尔
班大叔一家人在努力讲好红色家风故事外，更要做爱党爱国模范
家庭表率。

托乎提汗·库尔班生前住在于田县先拜巴扎镇良种场村，“骑
着毛驴上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库尔班大叔正是老人的父亲。
2017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托乎提汗回信，勉励老人全家
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
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

如今，毛主席接见库尔班大叔的照片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托乎
提汗的回信已成为库尔班大叔一家的两件“传家宝”。

曾是辽宁舰上女兵的如克亚木告诉记者：“我们一家会把两件
‘传家宝’守护好，把红色家风永远传承下去，做爱党爱国模范，在
天山南北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

“把好家风传承下去”
在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毛主席接见库尔班·吐鲁木的照片

挂在最醒目的位置。库尔班·吐鲁木的长孙亚森买买提明·库尔
班一直教育自己的孩子以爷爷为榜样，传承红色家风，做爱党爱
国、维护民族团结模范。

库尔班·吐鲁木的小儿子买买提吐尔逊说，“我们一直牢记父
亲的教诲，一直秉承良好的家风家训”。

“要热爱党，记住毛主席，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过上了好日
子。”这是买买提吐尔逊人生中牢记的第一句家训。

如克亚木说：“奶奶托乎提汗·库尔班一直坚持曾祖父爱党爱
国的情怀，时常告诫我们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大家庭
五代人对党有着浓浓的感恩之情。”

为了帮助更多人，2017年，“库尔班·吐鲁木感恩祖国家庭公
益基金”设立。截至目前，该基金不仅惠及和田地区，还先后在北
京、山西等地举办公益活动，累计帮助各族群众和青少年儿童超
过5000人。

行走在于田的乡间道路上，玫瑰、沙枣花香阵阵，一座座漂亮
的砖混结构安居富民房，一排排规划有序的农田格外显眼。记者
在和热情开朗的乡亲的交谈中，能感受到他们对党、对祖国、对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

“盖房有补贴，看病有新农合，孩子上学全免费，像我这样的
农村老人每月还有养老金，这样的好日子，如今在党的领导下都
实现了。”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村民阿布杜合尼激动地说，“只有
跟党走，和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
在一起，我们才能过上有滋有味的好日子。”

蒙莱西罕·麦提赛迪是托乎提汗的邻居，也是优秀妇女创业
能手，她说：“我原来是个裁缝，就是因为党的好政策，如今有20
多名姐妹和我一起发展事业。这些年家乡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
是人的精气神，大家都在努力奋斗、创业、改变。”

在于田县，像蒙莱西罕这样的村民越来越多。
于田县妇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库尔班大叔家两件“传家

宝”的故事在当地家喻户晓，是众多家庭学习践行的榜样。总书
记给托乎提汗的回信，激励着于田各族家庭在追求美好新生活的
道路上一直向前。

“走出家门靠劳动挣钱”
在于田县先拜巴扎镇农牧民创业就业孵化园，

有2000多人完成岗前技能培训就业上岗。记者去采访时，妇女
姐妹们踩着缝纫机，正专注地做着活儿。她们制作的色彩艳丽
的床上用品颇受市场青睐。

近年来，于田的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就地就近就业。据了
解，2019年，于田县妇联仅脱贫攻坚宣讲就达4438场，涵盖67
万人次，转移就业妇女15808人，在全县625个非公经济体建立
了妇女组织，做到了100%全覆盖。

先拜巴扎镇托万达西曼村村民艾维孜古丽·胡加布拉，在
园区培训了15天就能独立操作缝纫机了。以前，艾维孜古丽
家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在园区务工后，她一天可以做15床
被单，并开始带徒弟，转为正式工以后每个月就能挣3000元。

告别艾维孜古丽，记者走进园区一家服饰公司。车间里，
女工们正聚精会神地编织坐垫。25岁的女工热孜万古丽·麦
吐尔孙说：“在这里工作不但掌握了技能，还获得了可观收
入。”

另一名来自塔格达西曼村的女工吾哈丽汗·麦提赛力说：
“现在我们的思想都转变了，大家都出来打工，学习技术。”

当记者询问女工们是否知道库尔班大叔两件“传家宝”的
事时，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知道……

“我负责管理羊圈、给小羊接产，每个月能挣2300多元，公
司还给上五险。”32岁的艾吉尔古丽·买赛地说。2019年，她
参加了当地羊场的招聘，从全职家庭妇女变成了养殖工人。
有了新工作，掌握了技术，生活走向富裕。对于现在的生活，
艾吉尔古丽说：“非常亚克西！”

谈及村民们的思想变化，先拜巴扎镇镇长托合提肉孜·
阿西木深有感触：“前些年村民们都不愿出门，现在经常有
村民主动找到我们，说想就业，想去内地务工。政府这些年
通过引进产业和劳动力转移努力为村民增收，在 2016 年已
经整镇脱贫。”

“越是幸福越要奋斗”
“村里有扶贫工厂，柏油路通到家门口，冬天实现了煤改

电。”说起如今的惠民政策，托乎提汗·库尔班的二儿子麦提赛
地·艾萨如数家珍。

“过去住的土坯房，现在易地搬迁后，住上了楼房，政府
还给每家免费配套了旅游用房，孩子上学不仅免费还有生
活补助。放牧、草场、务工好几份收入，这样的日子真是好
得不能再好了。网络，水电等公共设施比城里都先进。”从
达里雅布依村搬迁出来，说起家乡的变化，村民海如汗·买
吐送别提有多满意。

据先拜巴扎镇负责人介绍，现在镇里人均收入过万元，镇
里目前的工作重心是带领全镇人民从“富口袋”向“富脑袋”迈
进。

采访中，58岁的阿依古丽告诉记者，仅微商她每年就挣5
万元，下一步她的目标是再培养几个经理，这样她不仅可以开
上公司奖励的汽车，且年收入会超过10万元。

于田县妇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两件“传家宝”不仅激励
于田各族群众传承红色家风，爱党爱国，勤劳致富，更激励推
动各族妇女走出家门成为产业工人，学技能，长见识，广泛参
与社会各领域建设。

现在，于田县许多妇女积极参加各种免费技能培训，艺多
不压身成为共识。她们不再满足拥有一份收入，很多人身兼
几职，收入倍增。这里的很多人意识到了口袋富裕脑袋更要
富裕的道理。

村民阿米娜家的感恩墙上，挂着毛主席接见库尔班大叔的
照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跟新疆的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阿米
娜告诉记者，她现在一年能收入4万元。大儿子通过免费培训
做了厨师，现在每月能收入4500元。“人不能闲着，除了感党
恩，还要靠劳动过上幸福日子。”

托乎提汗·库尔班的小儿子依明江·艾萨在先拜巴扎镇
阿日希村担任村支书。“越是幸福越要奋斗，有了好政策，自
己得争气。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
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作为村支书，我一定要带领乡亲
们过上好日子。”

两件“传家宝”
鼓舞于田群众做爱党爱国模范

探访库尔班大叔家乡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七一”前夕，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进徐州贾
汪马庄村巾帼手工加工点——王秀英工作室，一股淡
淡的中草药香味弥漫四周，工作室内挂着葫芦样、心
形、瓶状等各式各样的中药香包，而在这琳琅满目的香
包中，最抓人眼球的还是一只偌大的圆形红色香包，上
面绣着“我爱你，中国”五个金灿灿的大字，“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我献给党的一片心意。”
83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徐州香包省级传承人
王秀英喜气洋洋地说。

总书记“点赞”全家人备受鼓舞
说起2017年12月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她的中药香包工作室参观，夸她的香包做工精致，并坚
持花了30元钱买了一个香包，给她捧场，王秀英老人
依然激动不已，“这几年，我们徐州香包的制作工艺越
来越精细，品牌意识越来越强，游客络绎不绝，香包供
不应求。”

总书记的“点赞”令王秀英一家备受鼓舞。在王秀
英的劝说下，儿子、儿媳和三个女儿都辞了职，开始跟
着母亲传承香包技艺。

当时，儿子孙建已在徐州某单位做了8年的主调
音师，儿媳张世美则是一名音乐教师，夫妻二人在音乐
之路上有着不错的前景，但在母亲的召唤下，两人转变
了发展方向。张世美还参加了文化部、教育部组织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王
秀英的大女儿做旗袍生意，二女儿孙卓贞是一名画家，
她们都纷纷转投中药香包设计制作，加入母亲王秀英
的事业中来，为中药香包的传承发展推波助澜。

王秀英的孙女孙歌尧毕业于大连艺术学院，目前，
她也跟着奶奶王秀英学习香包制作以及苏北地区独有
的刺绣技艺，同时，还跟随“中国发绣第一人”周莹华老
师学习苏州发绣，不断拓展自己的多项技能，融会贯通
到徐州香包的制作当中，作为家中非遗香包的第五代
传承人，孙歌尧希望：“能尽己所能，把发绣、刺绣和香
包文化结合起来，创新开发更多、更精致的香包新品
种，把香包非遗文化发扬光大。”

为挽救和保护民间香包技艺，传承和发扬民间香
包文化，实现对民间艺术遗产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传
承，2018年，王秀英一家还成立了王秀英香包传习所，
传习所里有产品制作区、展示区、销售区和体验区，既
能让游客感受到手工香包的制作全部流程，更能亲自
上阵学习体验，这样不仅增加了吸引力，也更活化了非
遗技艺的传承。除了实体店铺，现在也通过网络平台
在线销售，“传习所集实物性、开放性与研究性于一体，
传习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保护、抢救传统民间香包技
艺，更重要的是激活、再生传统民间香包中的精神内涵
和文化传统。”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鼓励和激励下，王秀英一家又
开发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撸起袖子加油干”系列
产品，将总书记向全党发出的响亮号召，通过小香包传
遍四方。“其实，这也是时刻提醒自己要将传统文化传
承下去，带着村民致富，为社会做点贡献。”

本着精品意识，王秀英一家也更加讲究原材料的
质量，更加用心研究香包技艺，并设计出了“针棒”系列
香包。王秀英介绍，香包工艺最大的难点之一就是定
型，尺寸不同定型难度也有差别，“我们全家人合力研
发，目前，已经掌握了香包定型的核心技艺，能够制作
出直径达数米的大型号香包。”王秀英自豪地说，他们
还在传统基础上研发出了独家秘方，用不同量的艾叶、
薄荷、白芷等二十多种中药材进行适当配比，制作出了
可以抵抗病毒、祛除蚊虫、防治感冒甚至预防手足口病
等不同功效的中药香包。

“香包文化大院”让小香包变成大产业
近年来，因为王秀英老人的带动引领，贾汪区将香

包产业提升为全区富民大产业的战略高度，将小香包
变成百姓致富的“金荷包”，规划建设了马庄香包文化
大院、香包博物馆、马庄文创综合体、香包文化产业园，

建立香包网络销售平台，吸收有想法、有能力、有干劲
的年轻人加入香包产业队伍，使马庄香包更具活力和
吸引力。

记者了解到，贾汪区各地也相继成立香包合作
社、香包工作室，开办香包技能培训班，邀请非遗传承
人讲授香包构思画图、如何剪小样、挑选布料等技巧，
王秀英自然当仁不让，奔走在各个传承点之间，忙得
不亦乐乎。

王秀英既是制作中药香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也是全国妇女手工编织协会会员，虽然年逾八十，
但她仍然干劲十足，在教授现场，她会亲手把她自己多
年制作香包的手艺和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前来观摩学习
的人们，认真耐心、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讲解示范，希望
他们都能够感受到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将中国传统
文化推向更远、更广的领域。“现在，我们的香包文化大
院已经建起来了，好多原本就会缝香包的，送完孩子上
学，或者是农闲的时候，都会来香包大院里缝香包，一
个是打发时间，再一个还能给家里贴补贴补家用。”王
秀英说，马庄村的徐州香包全部都是有着丰富的香包
缝制经验的手艺人亲手缝制。“别人要学的话可以来
学，但新手缝的我们一般不会出售，还是要确保香包的
质量，不求数量。”

“十指飞线，妙手绣出香帏佩；卅元传情，佳话镌留
金马庄”这是2018年落成的徐州贾汪香包博物馆大门
前的一副对联，生动诠释了以王秀英为代表的徐州香
包的传承、发扬、创新。小小香包，在“王秀英们”的带
领、传承、弘扬下，徐州香包已不再是地方民俗工艺品，
而成为马庄乃至整个贾汪区的富民产业，来自全国各
地的订单、海外订单应接不暇，再加上村里电商平台的
扶持，目前，徐州香包产品已远销巴拿马、菲律宾、英
国、加拿大、日本、荷兰、芬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
带动全区村民就业人数达千人，不少在外地打工的村
民也返乡加入香包制作队伍，自2018年起，马庄香包
年产值超千万元，带动香包从业者人均年收入达3万
元左右。

“走出去”“请进来”马庄香包香飘世界
近年来，王秀英老人志气更旺、劲头更足，既“走出

去”，又“请进来”，不遗余力地积极宣传推广徐州香包
文化，“我缝香包也算缝了一辈子，从十几岁开始，一直
缝到现在，缝到总书记来，夸我的香包做工精致。在上
海文博会，参展的客商都夸咱香包好，我必须再加一把
劲，把香包缝向全世界。”王秀英踌躇满志。

她先后参加了香港“苏韵汉风·徐州民间手工艺
（非遗）展”“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第十四
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等。2019年7月，
以“世园真棒”命名的马庄“真棒”香包走进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向世界各国来宾展示了中国传统工艺的魅
力，马庄香包香飘世界。

在王秀英香包传习所里，王秀英不只免费教授游
客制作香包，还吸引了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的
留学生慕名前来。“他们也可以成为文化使者，把在中
国学习制作的中药香包寄回自己的国家，送给亲友，把
中国传统手工艺的魅力传播到世界各地。”王秀英骄傲
地说。

此外，王秀英还参加徐州香包非遗传承进校园活动，
走进孩子们中间传播香包文化。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马庄香包工作室赶制了3000余个“防感辟秽”香
包驰援湖北，把马庄香包工作室的大爱精神和责任担当
融进小小的香囊之中，用最温情的方式回馈社会。

在孙女孙歌尧的张罗下，王秀英香包工作室与时
俱进，紧跟潮流，结合现代年轻人喜爱的流行元素和审
美趋势，开发了多款样式新颖、造型精巧的手机挂件香
包，耳钉、项链等，深受年轻人追捧。去年，工作室参加
了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推出的“把非遗带回家”专场带
货直播节目，直播当晚，王秀英“真棒”香包圈粉无数，
1000个产品一上架就被抢光，充分展现着古老非遗产
品在新时代焕发出的生机和活力。

香包真棒，贾汪真旺。王秀英的小小香包“香”遍
大江南北，也“绣”出了马庄人的幸福小康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秀英

中草药包“香”遍大江南北
非遗技艺“绣”出幸福生活

★
牢记总书记嘱托

奋进新征程

库尔班
大叔后人们
重温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
信。

王秀英老人
在潘安湖景区为
游客传授国家级
非遗项目徐州香
包制作技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
作用，为她们鼓劲、点赞。总书记深切关怀滋润心田，殷殷期许催人奋进。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牢记总书记嘱托 巾帼奋进新征程”系列专版，回
访总书记慰问、看望或接见过的女性，展现她们如何将总书记的期望、嘱托变成实际行
动，在新征程上勇立新功，同时，讲述她们在今后工作生活中的新规划、新作为，彰显她
们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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