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老手艺再现青春

时值盛夏，月升东山，青海省互助
土族自治县的绣娘们手里的针线仍在
飞速穿梭，各色图案跃然于织布。为了
把自家的刺绣作品卖个好价钱，绣娘
们一点点完善着绣品的细节。她们知
道，手中这丝丝彩线，已不再只是自己
日常生活用品的点缀，更是她们致富
奔小康的“金丝线”。

栩栩如生的小兔摆件、色彩艳丽
的蝴蝶挂饰、风格独特的太阳花钟表
……这些精美的刺绣作品，不仅传承
了自古以来的技法，更融合了当下的
时尚元素，美丽大方，别具一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绣娘们擅长的
是土族盘绣，属于青海民间传统刺绣
中的一种，有红、黄、蓝、绿等七色绣
线，绣时一般七色俱全，配色协调，鲜
艳夺目，已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太阳花等图案是土族盘绣的经典
图样，两针两线的绣法已有一千多年的
历史。”把古老的盘绣与现代生活相结
合，让盘绣再现青春活力，走进千家万
户，是苏晓莉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

“为了让古老的手艺和当下的时
尚更好地融合，需要了解更多本地的
元素和文化，再把这些元素融合在实
用性的商品中，让更多人接受。”说起
盘绣，苏晓莉打开了话匣子。

苏晓莉与盘绣结缘于一次偶然，
她清楚地记得，那是2011年的冬天。

“去见一个外国朋友，随手送她一个带
有盘绣的小礼物，没想到她特别喜欢，
后来又让我帮她买了一些送给其他朋
友。”苏晓莉说。

从事服装生意的苏晓莉“嗅”到了
商机，也从中看到了盘绣背后的文化
价值。

“开始想法很简单，就是多挣点
钱。”苏晓莉笑着说，她自己都没想到，
之后的想法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再只为了自己，而是想带领更多绣
娘姐妹就业增收，带给她们更多的温
暖和幸福。”

“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杰出人物”“中国非遗年度人
物”……奋斗路上，荣誉接踵而至。不久
前，苏晓莉再捧奖杯——2022金砖国
家女性创新大赛“木兰奖”，成为获得该
奖的三个中国代表之一。对于这些，苏
晓莉深感鼓舞，“现在做的是自己热爱

的事，还能带着那么多姐妹一起致富，我
们都觉得，更好的日子还在后面。”

“粗糙”与“精致”

多年前，互助土族自治县经济落后，
留守妇女多。在当地，稍微年长些的妇女
都会盘绣这门手艺。因为贫穷，绣娘们要
靠农活维持生计，双手大多粗糙如树皮，
却可以灵巧娴熟地操纵一根小小的绣花
针，绣出各色精美的绣品。

粗糙和精致的强烈对比，总是刺痛
苏晓莉，她的内心也升腾起一种责任感。
但如何把“指尖技艺”转化成“指尖经
济”，当时的苏晓莉还毫无头绪。

此后，苏晓莉利用2年时间，到互助
土族自治县4个乡镇120个村子调研学
习，走访了4000余家农户，逐渐从一个
门外汉成了土族刺绣的“土专家”。

“小时候家里也很穷，最大的愿望是
有件属于自己的新衣服，但很快日子就
越过越好。其实对贫穷没有特别深刻的
理解。”直到这次集中调研，让苏晓莉深
感震惊：“不少人家里真的是家徒四壁。”

“当地妇女尤其是留守妇女，绣花都是
用来打发时间，绣品也都是自家使用，为啥
要守着好手艺吃穷饭呢？她们只是缺少一
个平台。”苏晓莉的想法在一次次调研中悄
然改变，从想自己多挣点钱变成了带着更
多的姐妹一起蹚出一条致富的路子。

大庄村村民米金花的经历，更坚定
了苏晓莉的想法。每次想到她，苏晓莉的
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双手，关节粗壮，

青筋暴起，皮肤粗糙……“但就是这么一
双手，绣出来的太阳花美极了。”

米金花的丈夫于2015年突发脑溢
血半身不遂，为了治病，家里欠下不少外
债，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米金花瘦弱的
肩上。眼看孩子要开学了，可学费还没凑
齐。“第一次去她家，她的眼泪在眼里打
转。”苏晓莉告诉米金花，只要愿意，绣花
也可以挣钱。“她听一个巴掌大的刺绣就
可以挣80元，以为是天方夜谭，眼睛瞪
得特别大。”苏晓莉笑着说。

走访调研中，苏晓莉遇到了很多“米
金花”，她们身处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
件贫瘠之地，但总有一股不信命、不服输
的信念，苏晓莉坚信，只要为她们提供一
个舞台，她们就能书写出更精彩的人生。

“调研结束，我就决定投资办厂。”为
此，苏晓莉变卖了鞋店和服装店。她将公
司取名为“素隆姑”，这是土族语，汉语意
为彩虹，她希望为更多绣娘的生活带去
绚烂的彩虹。

从大山走向世界

创业伊始，为了让更多绣娘加入，苏
晓莉再次走遍县里所有的土族村。“当年
交通还不方便，经常要在雨雪交加中徒
步翻山，不记得磨破了几双鞋。”苏晓莉
说，其实心里也知道，这么难的事，肯定
很长时间内是要亏本的。但她的想法很
纯粹，就是想让村里的妇女们能用手艺
多赚点钱。

苏晓莉先从旅游纪念品入手，把绣

娘绣好的织片加工成车挂等小件商品，
让游客方便携带。“没想到卖得特别好，
我和姐妹们心里像抹了蜜那么甜。”苏晓
莉说：“老手艺有市场了，特别激动。”

虽然迎来了“开门红”，但前5年的
时间，苏晓莉一直处于“只出不进”的状
态，“可以说是靠着变卖房产支撑着这次
创业。”

家人不能理解苏晓莉的决定，甚至
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和她说话，她只能一
遍遍和家人解释。

为了解决绣娘们的后顾之忧，苏晓
莉在少数民族妇女集中地创建了青绣就
业基地和非遗就业工坊。绣娘们白天在
地里忙农活，晚上做绣活，第一年就解决
了200余名绣娘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

米金花因为绣活好，一年下来挣了3
万元，很快就还清了外债，还成了当地的技
术能人，常有年轻人上门请教盘绣绣法。

早期的就业基地和非遗工坊工作以
加工半成品为主，绣娘们上手快，工作稳
定有保障。为了让绣娘们再多挣点钱，苏
晓莉想到了为她们做培训，“争取让她们
成为全能型绣娘，既能绣又能用缝纫机，
这样拿到的就是成品价格。”

有时候，苏晓莉还会请大学老师到
村子来为绣娘们讲些简单的色彩搭配等
基础知识。因为语言不通，绣娘们很难完
全听懂，苏晓莉就记好笔记，等老师走后
一遍遍讲给她们听。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这些绣品逐
渐走出青海，走到广交会，甚至跟随政府
的外交通道，走到了俄罗斯的国际展厅。
这些产品也纷纷上架国内商场，甚至远
销日韩和东南亚等海外地区，青海高原
的民族文化被更多人喜爱和了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近年来线下
销售颇受影响。为了守住绣娘们的钱袋
子，苏晓莉和团队与时俱进地设立了“青
海青绣数字化总部”，由线下转成线上，
形成了初具规模、多方联动的青绣文化
产业发展格局，并已累计带动青绣工坊
40家，入驻青绣企业140家、青绣传承
人301人，年产值达到1.25亿元，辐射带
动10余万村民就业增收。

从300元到3000元甚至更多，这是
很多土族妇女每月收入的巨大变化。如今
走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农闲时常能看到这
样的画面：土族妇女三五成群，聚作一堆，
各自铺开针线，勾勒心中的美好，一面闲
拉家常，一面暗自比较，相互学习绣品。

欢声笑语里，绣娘们挺直着腰板，时
光在她们一针一线的翻飞中静静流淌，
更美好的生活也在这样的勾勒中呼之欲
出……

苏晓莉苏晓莉：：

一针一线一针一线，，跃动乡村振兴跃动乡村振兴““她力量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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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
从天津市慈善协会获悉，由天津
市、区两级慈善协会联合相关媒
体共同举办的2022年“爱心成
就梦想·慈善助学”活动，目前
报名审核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符
合受助条件的共148名，其中来
自低保家庭的143人，占全部受
助学生的96.6%。为了让更多家
庭困难的学子追求“知识改变命
运”，实现人生目标，天津市慈

善协会日前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单位解囊相助，奉献爱心，向
急需帮助的贫困优秀学生伸出援助
之手，帮助受助学子实现梦想。

据了解，“爱心成就梦想·慈
善助学”是天津市慈善协会的十大
品牌活动之一，也是广受社会关注
的项目。活动每年开展一次，自
2004年开始至今，累计资助金额
达 2800 余万元，资助优秀学生
5403名。

呼吁爱心人士参与资助

天津市慈善协会举办2022年慈善助学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有强） 河
南省驻马店市政协日前组织政协
委员到驿城区蚁蜂镇鲁湾村走访
慰问退役军人和军烈属，共同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在退役军人罗保珍、梁大妮
家中，驻马店市政协常委李金
光、党进向老人致以亲切的问
候，并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家庭生
活、身体健康和农村退役军人待
遇等情况。

鲁湾村是驻马店市政协机关
帮扶的贫困村。该村脱贫攻坚
任务完成后，驻马店市政协机
关继续助力该村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今年6月，驻马店市政协
教科卫体委员会党支部与鲁湾
村党支部结成精神文明共建对
子，以送政策、送文化、送健
康、送温暖和助力乡村振兴等
形式，共同推进城乡文明协调
发展。

驻马店市政协慰问退役军人和军烈属

11 年前的一次偶然，让高级非遗（刺绣）技艺

传承师苏晓莉萌生了带领深山绣娘们走向市场，

走向世界的想法。11 年后，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苏晓莉带领团队打造出了可持续的乡村

振兴公益项目，让来自深山的10万余名绣娘，成了

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代言人和传承者。

“娘，你看这像俺爹不？这是俺
爹年轻的时候。”

“像，像！大高个！就是这样！”
“娘，边上这个是你。是你年轻

时候的模样不？”
“不胖不瘦，这头发短点……”
“你不是说，那时候你当妇女主

任把两个大长辫子剪了。”
……
7月27日，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朝

城镇十里坑村，百岁老人贾爱臣收到
了一张特殊的画像——这是浙江传媒
学院师生特地为她和丈夫李广武画的

“合照”，也是两人的第一张“合影”。
一张普普通通的黑白素描，夫

妻俩的样子被定格在风华正茂的二
十多岁。

端详着“合影”里的两人，有些
耳背的贾爱臣老人失了神，仿佛在回
想着什么。年近八旬的女儿李香存指
着画像不停地问母亲，说着说着，眼
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掉。

当天下午，伴随着阵阵锣鼓声，
这张用红布盖着的画像，在山东东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莘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和特战救援聊城总队、莘县特战救
援公益服务中心等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一步步送到了贾爱臣老人家中。

一路上，有人拉着“为烈属圆梦
送烈士回家”的横幅，有人手捧鲜
花。这支热闹的送画像队伍，成了村
里的焦点。

“俺爹走的时候啥模样，我一点印
象没有。那时候我不到三岁，不记
事。”李香存一边说一边抹着泪。

父母之间的故事，李香存是通过母
亲不断叙述慢慢拼凑起来的。

1941 年，贾爱臣与李广武定亲，
婚后第三年，女儿李香存出生。1947
年2月李广武参军，成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班长。

直到今天，贾爱臣仍然清楚地记
得丈夫临走前，在邻村与自己分别时
的场景。

“那时候有人突然来通知军属，前
去秦庙村与战士告别，我赶紧和他姐姐
一起赶去。他问我怎么没把妮儿带去，
我说妮儿太小了来不了，就问他什么时
候能回来。”贾爱臣记得丈夫的回答：
有个两三年就回来了。

短短一顿饭的工夫，部队吹号集
结，李广武拉着贾爱臣的手嘱咐：“带
着妮儿好好过，别散了心。”

村里当兵的人陆续回来了，贾爱臣
等来的却是丈夫的一纸烈士证明。原
来，李广武早在1947年9月梁山战斗中
就已牺牲，时年27岁。

人虽已去，但承诺犹在。当初那句
“带着妮儿好好过，别散了心”，贾爱臣
一直记在心里，也支撑着她独自一人拉
扯着女儿长大。

后来，女儿李香存成了家，女婿招
工到东营油田工作，贾爱臣也随女儿举
家搬到东营生活。

如今贾爱臣已是四代同堂。幸福之
余，心中却仍留有遗憾：战火纷飞的年
代，早早牺牲的丈夫没有留下一张照
片，两人也从未有过合影。这也成为了
家人多年以来的遗憾。

“我知道他牺牲了，但是我得找到
他。”2018年，贾爱臣为寻找李广武的
烈士墓，在网上发出了求助信息。

贾奶奶的一个念想，有了一群人的
接力。由此也与东营市红色记忆志愿服
务中心会长、特战救援队聊城总队志愿

者彭玉会相识。
2018 年，彭玉会花了半个多月时

间，在山东梁山烈士陵园找到了李广武
的烈士墓。

2020 年，东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东营市红色记忆志愿中心，共同
组织了一场为烈士画遗像的公益活
动，让贾爱臣老人收到了一张丈夫的

“照片”。
也许是人老了恋家，也许是盼望

丈 夫 “ 回 家 ”。 贾 爱 臣 自 2021 年 以
来，一直闹着要回老家，儿孙们的劝
说也拗不过老人的执着。最终，贾爱
臣还是带着李广武烈士的画像回到了
莘县老家。

“奶奶真的很开心，她终于等到了
这一天。”彭玉会和贾奶奶相识 3 年
多，多次上门看望，也跑前跑后为老人
完成心愿，“我们都不想她百年之后带
着遗憾离去。”

彭玉会说，贾爱臣之前的一个心
愿，是找到丈夫的牺牲地，去烈士墓前
看一看。“这一次拿到合照后，老人家
说等天气凉爽一点，要去爷爷墓前捧一
抔土回来。”

一位百岁老人迟到的一位百岁老人迟到的““合影合影””
本报记者 牛忠磊

陕西西安市上善慈善基金
会，志愿者晁涛涛看着眼前17
岁的男孩蓝蓝，不住地拍手称
赞。蓝蓝晃晃悠悠扶着轮椅把手
慢慢地来回转几圈，虽然走起路
来腿部弯曲，平衡性仍然欠佳，
但足以让晁涛涛激动不已，这是
他陪着蓝蓝做了一年康复训练的
成果。

晁涛涛回忆起第一次见到蓝
蓝的情景，那时的蓝蓝忧郁、无
措。“这个孩子是重度残疾，家
里并不富裕，那时候因为实在借
不到钱，已经准备放弃治疗。”

“你们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啊！”蓝蓝的父母激动地握着晁
涛涛的手表示感谢：“孩子一天
天大了，背不动了，他要是自己
能走路那就太好了！”

今年 38 岁的晁涛涛毕业后
即回到家乡从事助残服务，主要
参与心智障碍人群的帮扶工作，
为孤独症、脑瘫、智力障碍等群
体提供支持，今年是他助残工作
的第13个年头，像蓝蓝这样被
他帮扶过的孩子还有很多。

“当时是一知半解报考的社
工专业，没想到和自己乐于助人
的性格很‘搭’。”晁涛涛笑
着说。

为了更好地帮扶这一群体，
晁涛涛自学特殊教育知识，起初

在一家机构为残疾群体提供直接的
康复训练和支持，以期改善他们的
生活技能，提高他们的认知、语言
表达等社会适应能力。

“越深入了解越发现，残障孩
子的康复之路上有很多来自家庭的
问题。”2015年起，晁涛涛从针对
个人的帮扶逐渐转向对残障家庭的
帮助。

多年来，他在西安多个区县实
地走访、调研残障儿童及家庭现
状，为残障儿童家庭带来慰问物
资，同时积极帮助寻找专业的康复
师，为残障儿童提供专业免费的上
门康复服务。

“一路走来，遇到不少困境家
庭的孩子，我时常觉得自己能力太
有限，只能尽力做到最好。”晁涛
涛无奈地说。

2020年，晁涛涛加入西安市上
善公益慈善基金会，他希望借助公益
平台的力量帮助更多的孩子。如今，
很多他曾帮助过的孩子被纳入基金会
的受助信息库，接受长期帮扶。

“我还会继续联系更多社会爱
心人士，链接爱心资源，希望每个
孩子都能匹配上专业免费的康复
师。”晁涛涛说：“残障儿童家庭非
常不容易，拉一把，也许像蓝蓝一
样，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我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成为拉他们一
把的人。”

“拉一把，他们就有不一样的人生”
本报记者 郭帅

苏晓莉和绣娘们探讨绣品

8月10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留守儿童正在舞蹈学校接受免费
舞蹈培训。暑假期间，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为有效化解留守儿童暑假
期间“看护难”问题，积极组织党员、社区义工、大学生志愿者开展

“情暖童心 益起童行”爱心托管才艺培训，为留守儿童开设中国舞、
民族舞、现代舞等课程，让留守儿童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增才
艺，感受其乐“舞”穷的艺术魅力，丰富假期生活，健康快乐过暑假。

（张正友）

留守儿童暑假其乐“舞”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