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赛现场设立多彩贵州苗绣
文化展区，展品受到了广泛关注和
好评。

▼ 苗绣绣娘现场秀艺。

▼ 大赛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北京
巧娘迎冬奥展区，展示了“北京巧娘”
在内的首都广大妇女通过手工创作
的冬奥周边创意产品，这些作品将冬
奥宣传与传统文化结合，充分展示了
首都北京的城市风貌和妇女群众积
极参与冬奥、热情支持冬奥的良好精
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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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人心的路

演、精美灵动的作品、

智慧迸发的答辩……

总决赛现场，传统与

新潮相互碰撞，优雅

与美丽有机融合，新

时代中国女性编织

锦绣生活，创造出彩

人生的才华与智慧

得到彰显，全国妇联

部署下各地妇女手

工业的发展和蝶变

被充分呈现。

用巧手和创新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建行杯”第二届中国妇女手工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侧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文
■ 武敏/摄

美轮美奂的苗绣、巧夺天工的壮锦、匠心
独运的琉璃制品……12月25日的贵阳生态文
明国际会议中心里暖意融融，气氛热烈，从全
国各地历经层层选拔后脱颖而出的31组选
手，正在进行一场巧手与匠心的对决。

一场场激动人心的路演，一个个精美灵动
的作品，一次次智慧迸发的答辩……在“建行
杯”第二届中国妇女手工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现场，传统与新潮相互碰撞，优雅与美丽有机
融合，新时代中国女性编织锦绣生活,创造出
彩人生的才华与智慧得到彰显，全国妇联部署
下各地妇女手工业的发展和蝶变被充分呈现。

坚守非遗情怀的传承人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传统手工技艺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
艺术基因、精神特质和思想精髓，成为承载文
化、情感和记忆的瑰宝。一直以来，中国妇女
都是手工艺传承的重要力量，在二十一世纪的
今天，她们仍在用自己的执着和坚韧，承担着
传承技艺之火、延续文明之光的使命。

苗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诗”。总决赛
中，来自贵州的选手张秀珍现场讲述了她的婆
婆欧东花倾尽半生心血致力于苗绣传承与发
展的故事。

身为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代表性
传承人的欧东花自幼就跟随祖母学习苗绣。出
于对苗绣的热爱，为了防止苗绣的流失，从20
世纪80年代起，欧东花开始走村串寨收集苗绣
服饰，足迹甚至遍及海南、四川、云南的少数民
族地区，收集了13000多套苗绣服饰和工艺藏
品。这些藏品历史久远，不乏奇珍孤本，具有极
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为了保存好这些工艺珍品，2013年，欧东
花毅然卖掉自己的房屋，并向银行贷款，筹集
资金在凯里建起了黔东南州欧东花民族服饰
博物馆。如今，欧东花的博物馆已经成为黔东
南州藏品最多、展陈面积最大的民营文化专题
博物馆。

在贵州省妇联及各政府部门的帮助下，欧
东花还摸索出一条博物馆+公司+基地+绣娘
的发展之路，带领山村绣娘们致富增收。欧东
花的儿子龙永明从香港服装学院毕业后，也毅
然加入了母亲的事业，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所学
助力苗绣的传承和发展，将苗绣带上更为广大
的舞台。

“我婆婆总说，这些民族服饰比她的命还重
要，建这个博物馆，就是要把民族文化一代代传
下去。”张秀珍说，自己作为后辈，也会更加努
力，带动更多绣娘把苗绣文化传承发扬下去。

“这次大赛有很多女性传承人坚守非遗情
怀的精彩故事，对于唤起手工艺人和非遗传承
人的文化自信，唤起社会对手工文化的关注很
有帮助。”大赛评委、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韦
荣慧说道，比如西藏那曲的选手因故不能来贵
州，就在半路上临时找了个有网络的酒店完成
线上路演，执着地讲出她们用民族手工艺带动
牧女们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辽宁抚顺的选
手，已经是79岁的老人家，仍然赶到现场介绍
纸贴画艺术的传承，这些故事都非常感人，让
人看到女性手工业者们对于传承文化的执着。

让非遗“既传统又时尚”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这个飞速发展的
时代，传统手工艺怎样才能更好地拥抱世界？

许多大赛选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拥抱科
技，提升妇女手工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品
质；拥抱潮流，锁定个性化消费需求，向消费者
提供独一无二的产品价值。只有将传统工艺
与创新发展有机结合，让非遗时尚化、生活化，
才能让原本藏在深闺的绝世技艺得到更好的
传承与发展。

路演的舞台上，江西渝州绣坊有限公司带
来的夏布绣远看如同水墨画般古朴典雅，细品
之下，又可以窥见许多现代设计理念，散发着
新时代的活力。经过评委们的评定，渝州绣坊

“夏布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项目”一举夺得大
赛成长型企业组冠军。

夏布绣传承于民间“麻布刺绣”，是夏布艺
术和刺绣艺术融合的手工艺，也是江西刺绣中
唯一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渝州绣坊总经理吴
婉菁则是夏布绣中最年轻的代表性传承人。

为了更好地弘扬夏布绣艺术，渝州绣坊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守正创新，不断开发新工
艺、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吴婉菁的带领下，团

队先后开发出 3种夏布加工独门技
艺，6种创新针法，2类机械工艺。顺
应新国潮的崛起，渝州绣坊积极推动
产品创新，建成电子设计资源库，首创

“5i”设计闭环，开发出四大原创产品
系列，用夏布绣的IP开发设计出了夏
布绣箱包、家具、家居用品等数百种新
颖实用的夏布绣文创品，让夏布绣非
遗获得了更有市场影响力的传承。

除此之外，渝州绣坊还开办了国内
唯一一家夏布绣博物馆，建设了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和非遗体验中心，并免
费培训人才，推动就业创业，助力脱贫
攻坚，形成了一个以夏布绣为核心，极
具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如今，夏布绣
已被列入首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和首批全国优秀非遗保护案例，拥有多
项专利和荣誉，曾作为“国礼”赠与各国
使节，并被德国博物馆收藏，还与欧莱
雅等近百家企业达成了跨界合作。

“我们会继续在IP化、多元化、数字化、国
际化等方面开拓新的增长点。”对于夏布绣的
发扬光大，吴婉菁信心满满，“能获得企业组冠
军，说明夏布绣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认可，我
们会在手工之路上永远坚持，用更精美的夏布
绣作品给人们带去更多的美好。”

“指尖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调研
时指出，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
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
动乡村振兴，要把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
化传承好、发展好。总书记饱含点赞和鼓励的
话语，深刻阐释了手工艺的价值和意义，为我
们如何通过传承手工艺，进一步弘扬民族传统
文化、促进妇女就业创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作贡献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全国妇联和各地妇联把发展妇女
特色手工产业作为促进妇女就业创业、脱贫致
富的重要抓手，积极推政策，广泛搭平台，不断
强服务，培育了一大批手工品牌，实现了经济
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在贵州，通过创造性实施妇女特色手工产业
“锦绣计划”，将传统的指尖技艺转变为指尖经
济，全省近年来先后培育妇女手工特色企业和合
作社1300多家，带动50多万名妇女创业就业，
创造产值达60余亿元。如今，“锦绣计划”已成
为贵州广大妇女脱贫致富、建功立业、展现风采
的重要平台，并被写入了全国妇联提交联合国的
《新时代妇女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

在江苏，妇联不仅组织本省优秀手工产业
者搭建成立手工产业联盟，推动手工产业与直
播平台融合发展，还积极实施“三送一帮”，举
办陕西、青海、贵州西部三省妇女手工艺骨干
培训班，连续五年邀请东西部的姐妹们汇聚苏
州，共话非遗技艺传承创新，共谋省际合作脱
贫攻坚，共促手工产业发展振兴。

2020年，四川省妇女手工编织协会联合
重庆妇女手工编织协会，提出了带动西部片区
共同创新发展的5省+联盟倡议，得到宁夏妇
女手工制品协会、甘肃陇原巧手联盟、贵州省
太阳鼓苗侗服饰博物馆的积极响应。这个五
省联盟将致力于整合五省院校的设计资源，搭
建手工产品设计资源共享平台，运用网络手段
探索创新企业产品互补配套的营销模式，为西

部省区市共同推进妇女手工行业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本次大赛上，许多项目的主题同样紧密围
绕乡村振兴，特别是“让妈妈回家”的主题，充
分反映出妇女手工业对于带动农村妇女返乡
就业，促进农村家庭和谐的巨大作用。

“85后”石佳2017年响应家乡政府号召返
乡投资，在湖南花垣县办起了湘西七绣坊苗服
饰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看到当地留守儿童众
多的情况后，她发起了“让妈妈回家”传统手工
艺助力乡村振兴公益项目，聘请苗绣非遗传承
人开办就业创业培训班。到目前为止，项目已
经培训绣娘1900余人，直接吸纳300余名贫
困户就地就近就业。

“回故乡，带老乡，建家乡就是我的初心。”
路演现场，石佳动情地表示，通过参与手工产
业，很多原来年收入3000元以下的贫困户现
在月收入达到了3000元以上，大家的幸福感
逐步提升，笑容逐渐绽放。自己返乡创业四年
来，已经带动了300多名孩子的父母返回家乡
就业。

“我们要争取做乡村振兴的样板，让更多
妈妈回家，让爱与传承在大山里生生不息。”石
佳说。接下来，她准备通过发展苗绣产业、旅
游产业、农业产业、康养产业等四种产业，帮助
每户村民继续提高收入，真正防止村民返贫，
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非遗传承队伍中的“学院派”

如何让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做到“后继有
人”？在本次大赛上，除了人们熟悉的家庭式
传承、师徒式传承，传承非遗的队伍中还出现
了高校师生的身影。在“延承”与“革新”的语
境下，这些年轻化、知识化的团队，以“双创”为
抓手，用全新的方式探索着传统手工技艺的活
化之路。

本次大赛的初创型团队组冠军——“匠·
生万物”非遗文创品牌，便是由来自贵州民族
大学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师生所研发。

“匠·生万物”创始人、贵州民族大学民间
美术系主任陈梅介绍，“匠·生万物”品牌汇集
了非遗文创产品、手工技艺体验等业态，以体
验贵州“匠人·匠心·匠物”为核心，致力于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非遗文创商品开发，优化非遗
传承人、设计师、销售端的产业价值链，构建完
整线上线下宣传营销模式。

“匠·生万物”的团队包括多位教授、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以及民间美
术系的研究生、本科生。其成员的专业背景既
涵盖了刺绣、陶瓷、蜡染、银饰等贵州主要特色
手工艺，又兼具艺术学理论、产品设计实践、产
品材料、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专业背景。

在传承发展非遗的过程中，“匠·生万物”
团队的多学科背景优势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
用。团队拥有多个设备齐全的传统工艺实验
室，积极研发各种传统技艺中新材料新技术介
入的可能性，通过技能创新拓展产品应用范
围，实现创意与功能的融合。经过苦心钻研，
团队至今已研发陶瓷、刺绣、蜡染类非遗文创
产品300余款，获得外观专利98个，突破和解
决了一大批传统工艺所面临的瓶颈。

此外，“匠·生万物”团队还拥有非遗学员
500余人，并与20多家非遗工坊、30多家企业
开展合作，通过他们带动了大批妇女就业。

“我们将努力打造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的
闭环。”陈梅表示，团队将继续扎根民族文化土
壤，利用高校教学、科研、平台等多方面资源，
打通设计师、传承人群、加工企业、销售平台之
间的壁垒，实现培训、设计、产品、市场的开拓，
搭建一个有设计、有产品、有生产、有市场的非
遗发展新体系。

选
手
在
路
演
中
。

“建行杯”第二届中国妇女手工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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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2月3日~5日在贵州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妇联通过举办
妇女手工创新创业大赛，传承民族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妇女特色产业的设计、销售、龙头企业的培育。
本次大赛还专设苗绣文化设计赛，以赛促进苗绣人才发现，以赛促进文化传承，以赛促进产品销售，以赛促进
苗绣提档升级，为贵州“锦绣计划”发展壮大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