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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杨昌芹是贵州全国人大代表杨昌芹是贵州““赤水竹编赤水竹编””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人，，她将非遗传承连接现代生活她将非遗传承连接现代生活，，与乡村与乡村

振兴产业紧密结合振兴产业紧密结合，，让古老竹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让古老竹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也带动了数千乡亲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带动了数千乡亲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从“毛竹”到“工艺品”的逆袭

贵州省赤水市大同镇位于赤水河
畔，浩瀚无边的竹林一望无际，不仅形成
了万山空翠、竹林啼晓的风景，也为“赤
水竹编”这份传统工艺提供了最天然、最
原始的原料。

每天清晨，杨昌芹习惯在这样的
“天然氧吧”跑上几公里，风雨无阻。

“一天大概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跑
步可以让我保持更好的状态。”作为贵
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
的传承人，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她知道
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

非遗竹编产学研基地是一栋三层小
楼，墙上写着“带学一门技术，带动一
批群众，带富一方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一层展示柜内，竹编瓷器、竹编
首饰、竹编禅意香炉等现代竹编工艺品
琳琅满目，这就是杨昌芹的筑梦之地。

选竹、起篾、拉丝、编织……100
多位员工在基地各自忙碌着，杨昌芹不
时指点教授着竹编技艺。在杨昌芹手
中，一厘米的竹片还可以分几十次甚至
更细。“我们申遗的时候，用专业工具
测量过，4片竹丝折叠起来只有A4纸
那么厚，可以说是细如发丝。”杨昌芹
不无骄傲地说。

这100多位员工大部分是附近村寨
的乡亲，“此外还有很多不方便过来上班
的，就在家灵活就业。”杨昌芹说，产学研
基地间接带动了周边3000余名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此外，它还承担了当地
研学体验和大学实践基地等作用。

1990年出生的杨昌芹，已经与竹为
伴15年。“竹子很素雅，柔软中带着坚
韧。它可以很软，也可以很韧，就看你用
在什么地方。”杨昌芹这样评价常年和她
打交道的“老伙计”，许是交道打得久了，
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和竹子越来越像。

杨素芹的手指上有很多伤疤，“我
是留疤体质，编一些立体的或者稍微粗
一点的作品，手上就会有水泡，磨破了
就成了疤。”但流血也好、受伤也罢，这
些都没有改变杨昌芹学习竹编的初心，

“对于我来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很幸福。”

“一根竹子，如果当作加工材料
卖，最多不超过10块钱，但我们经过
杀青、破篾、染色、拉丝、编织等20
多道工序，制成各种竹编手工艺品，一
件器物就能卖到几百元甚至几千元。”
杨昌芹说，就是山上这一棵棵青绿的
竹子，成了周边乡亲们增收致富的

“法宝”。

选择热爱

杨昌芹的故乡是贵州省印江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小学四年级时，父亲的突
然病逝，让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
一个人肩上。虽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但懂事的杨昌芹初中毕业后还是选择了
外出务工。

“摆地摊、刷盘子、保洁、收银、
炒菜……”杨昌芹无奈地说，自己干过
很多工作，在外吃了不少苦头后，她开
始思考未来的方向。“我觉得还是需要
学习。”于是她用打工攒下的钱考入了
印江县民族职业技术学校，当时她为自
己选的专业是幼师，希望在毕业后找到
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职业学校读书期间，一个由当地
政府资助的免费前往赤水大同镇的学习
项目深深地吸引了杨昌芹。“屏幕上一
幅竹编画让我挺吃惊的，从来没想过，
竹子居然可以编成画。”杨昌芹说，当
时的想法很简单，多一门技能就多一个
选择就业的机会。

陈文兰是贵州省级赤水竹编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杨昌芹的老师，
沉默好静的小姑娘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别人都早下课休息了，但老能
看到这个小姑娘一个人安安静静坐在教
室里摆弄手里的竹子，不管是早上还是
晚上。”陈文兰说。

陈文兰是一个和蔼的长辈，但也是
一位严厉的老师。在近乎苛刻的要求
下，杨昌芹原本纤长娇嫩的双手没少受
罪。“刚去时是冬天。”杨昌芹记得，那

时候她每一个手指都“肿得发亮”，“长了
冻疮，非常痒，感觉手都动不了。”

吃了不少苦头的杨昌芹，很快在老师
的指点下找到了竹编画的窍门。不到两年
时间，杨昌芹就成为熟练驾驭竹编画的工
艺师。“悟性好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她
肯学肯钻研。”陈文兰说。

不到20岁的时候，杨昌芹就因技艺
出众在赤水工艺界有了小名气。此时的她
突然发现，自己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远超她
的想象。为此，她决定放弃进入当地的公
立幼儿园工作的机会，选择继续从事手工
制作。

“另类”的传承路

随着技艺的成熟，杨昌芹多次获得省
内外工艺品大奖。2015年，杨昌芹当选
为贵州省最年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和工艺美术大师。

“看到了很多传承人面临后继无人的
状况。”如何才能让古老的手艺获得更好
的传承，如何才能给传统的工艺注入新的
生命，杨昌芹想要试着走一条“另类”的
传承之路。“再精美的传统制品，只能被
少数人观赏，很多年轻人还是觉得是老古
董。”她认为，唯有让每一件作品对生活
产生价值，激发它们的实用性，才能让更
多的年轻人使用和欣赏。

2012年，杨昌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
室，在收获大笔订单的同时，她也将更多
的设计新元素融入对新产品的开发中。在
不断扩充的团队里，就有为数不少的年轻
人，“想让非遗回归生活。”

如今，杨昌芹的作品早已成为当地最

畅销的产品。在她的设计中，最多的是将
瓷器和竹编结合，也有大量的生活用品和
旅游产品开发。这些作品不仅大大增加了
原有物品的实用性，也巧妙地将生活美学
融汇于每一件作品当中。

“我们首先要吃饱饭，才能谈发展和
传承，才能带着更多乡亲们致富。”杨昌
芹的努力让竹编工艺在省内外甚至是全国
大受欢迎。

杨昌芹所在的大同古镇，是昔日繁
荣的码头，如今却略显冷清。这里的青
壮年大多选择外出打工，大量留守妇女
滞留家中。

杨昌芹的团队里就吸纳了大量这样的
妇女。“我很愿意把我这份手艺传授给周
边这些留在家的妇女，她们很需要这份工
作，这能够让她们安定地待在家里带小孩
和照顾老人。”杨昌芹说，她从小就在留
守家庭长大，很明白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在村口渴望家人回来的那种眼神。

“以前没收入，现在一个月有4000元
左右的收入。”大同镇村民黄永琼笑着
说：“家里两个小孩在上学，有了这份收
入，家庭负担也小了不少。”黄永琼丈夫
常年在外务工，家里有两个孩子和两位老
人需要照顾。虽然她也想找份工作缓解家
庭压力，但实在分身乏术。

杨昌芹的团队里，百分之八十是像黄
永琼这样留守家乡的普通主妇，因为家务
负担，她们常年没有机会融入社会。如
今，在杨昌芹的传授下，她们不仅获得了
一份稳定的收入，也品尝到了作为新时代
的职业女性的那份骄傲。

除了留守妇女，杨昌芹还吸收了周边
为数不少的残疾人和家庭困难人群工作。
曾经闲置的劳动力，在拥有了一技之长
后，重新获得了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机会。

刚学竹编的人，常有产品不合格的情
况，杨昌芹亏钱也会原价回收，“先保证
她们的收入，再告诉她们哪里需要改
进。”杨昌芹说：“不合格就是不合格，不
能以次充好，这些产品也不会流入市场。”

这些年杨昌芹的一系列举措，在不知
不觉中带动了大同镇以及周边乡镇的脱贫
致富，也为自己获得了许多荣誉——“中
国年度非遗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全国三八红旗手”……虽然越来越
多荣誉和头衔加身，但杨昌芹总说，她依
然是那个最普通的手艺人，“其实不管怎
样，还是会一辈子好好做我的手艺。”

如今走在大同镇，常能看到这样静谧
温馨的幸福场景：很多年轻妈妈坐在自己
门口，一边是她们面带微笑充满自信地做
着竹编，一边是身后竹篓里的孩子正在香
甜熟睡。“这，或许就是我能想到乡村振
兴最幸福的模样。”杨昌芹说。

巧手“编”出乡村振兴的幸福模样
本报记者 郭帅

“王老师，谢谢您。前两天家里老人突发
心脏病，幸好以前听过您讲的课，学会了心肺
复苏，关键时刻救了命。老人现在在医院已经脱
离危险了。”近日，武汉市武昌区“生命阳光”公
益救援中心发起人王辉接到一位学员的感谢电
话。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王辉总是很欣慰，也
更坚定了自己在公益路上行走的决心。

多年前，王辉还是一名急诊科医生，“常
常看到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儿童气管异
物梗阻，被家长送到医院时已没了呼吸；哮
喘病人发作，家人将他背到医院，路上已窒
息而亡……“因为急救常识的缺乏，造成了
很多无法挽回的遗憾。”王辉觉得，自己应该
做点什么。

2008年，王辉发起成立了武汉市武昌区
“生命阳光”公益救护志愿服务队，“起名‘生
命阳光’，就是希望我和志愿者们可以成为照
亮生命的那缕阳光，扫除本不该有的阴霾。”
王辉说。

志愿服务队创建初期，王辉经常自掏腰包
购买培训道具和救助器材。没人愿意参加，王
辉就买些简单的急救用品，免费发给周边居
民，作为大家前来听课的小礼物。“还有一些
热心志愿者捐款。”王辉说：“其实一开始最困
难的不是物资，而是人们的认知还跟不上，不
理解。好在现在大家对学习急救常识越来越重
视了。”

一次讲课时，王辉讲到醉酒者要侧卧，以
防止呕吐物导致窒息时，台下突然传来恸哭
声。原来，这位学员的儿子在一周前，就是因
此身亡。“于是我越来越确定，自己做的这件
事是有意义的。”王辉说。

王辉深知，公益路上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她需要更多的志愿者。“只要有人来听

课，我就想着能不能把他发展成志愿者。”王
辉笑着说。如今，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身
边人参与到传播急救知识的志愿服务中来。

这些年，王辉和志愿者们的足迹遍及云
南、贵州等大山深处。走的地方越多，王辉越
意识到孩子在普及急救常识中的重要性。

“这些急救常识，孩子们可以受用一生，
而且他们回到家还可以讲给自己的家长听。”
王辉开始联系高校等地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
制作教材，用孩子们喜欢的动画、漫画等方
式，做成标准化的课件。“即便授课老师没有
接受专业培训，只要拿到课件，一样可以上
课。”王辉说。

王辉和志愿者同事们还自编了一套急救手
册，深受学员们的欢迎，尤其是急救手册上的
二维码扫描功能。“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
在线观看动态的急救视频，比以往单纯的图片
更为直观和易于接受理解。”王辉说。

自2008年成立以来，服务队至今已经在
武汉及周边城市累计培训近千场次，3000余
位志愿者培训市民逾32万人。

随着服务队的不断发展壮大，除救护培训
外，“生命阳光”大家庭还增加了户外救援、
水上救生等服务项目。“云南鲁甸地震灾区和
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我们都参与过救援。”救
援间隙，王辉和志愿者们还会在当地临时为灾
民们做急救培训。在没有模拟人的情况下，志
愿者就躺在地上充当模拟人。在救援队离开的
时候，村民们纷纷自发前来送别。

如今，王辉的本职工作越来越忙，但只要
有时间，她还是会给孩子们去上急救课。“只
要有一个人因为听了我们的课而避免了悲剧，
那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就特别有意义。”王辉
坚定地说，她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成为照亮生命的那缕阳光
本报记者 郭帅

杨昌芹制作用于竹编的竹丝 受访者供图

“长风啊，破浪啊，正当最美
的青春……”近日，山西省太原市
平民中学，歌声响彻校园上空。学
生们围成一个圆圈，不约而同地伴
随着音乐节奏打起了节拍。和孩子
们一起唱歌的山西省太原市政协委
员刘晶，是一位知名的歌手。但在
学校里，刘晶说，她只是一名普通
的志愿者。

“除了捐款捐物之外，还希望
能用音乐为孩子们传递爱和梦
想。”像这样的爱心助学活动，
如今已经成为刘晶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从 2013 年开始，她
的足迹遍布晋城市沁水县特殊教
育学校、中阳县职业中学校等多
所山西省内学校，以及甘肃、云
南、广西等边远地区大山深处的
中小学。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小时
候，刘晶的家里人就常把这句话挂
在嘴边。“受家人们的影响，我从小
就有做公益的梦想，只要做公益就
特别开心。”刘晶笑着说。

刘晶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晋
城市沁水县特殊教育学校时的场
景，面对镜头，很多孩子们刚开始
都怯生生地躲在角落里。“孩子们
患有聋哑、癫痫、脑瘫等疾病。虽
然身体残疾限制了他们的很多活
动，但他们的笑容真的很无邪、很
温暖。”刘晶俯下身去，耐心地和
孩子们聊天、互动，为孩子们唱
歌，慢慢地，孩子们敞开了心扉，
从角落里走出来，和刘晶开心地互

动起来。
活动结束后，刘晶正要离开校

园，这时孩子们突然大声地说着
“欢迎再来……”，很多孩子流下了
不舍的眼泪，刘晶也忍不住红了眼
眶。从此，这些孩子就“住”进了
她的心里。

“每年一到冬天，就惦记着这
些孩子冷不冷。”今年初，她又为
全校73个孩子带去了羽绒服，一
件件拿出来轻轻穿在孩子们身上，
孩子们开心地拥住了她。“看到孩
子们开心的样子，就觉得特别值
得。”刘晶说：“其实不是我在帮助
孩子们，而是他们在不断温暖着
我，给了我前行的动力。”

刘晶说，自己虽然是一名文艺
工作者，但行走在公益路上和本职
工作并不冲突。“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给了我很多心灵深处的感
动，也帮助我创作出了更好的文
艺作品。”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走近这些
孩子也让她了解了更多社会民生的
难点问题。为了帮助更多的困境及
残障孩子，除了撰写提案建议提供
更多政策支持，她还常年奔走于各
个社会团体，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公益事业，关爱需要帮助的困境
及残障孩子。

“这些孩子大多不擅长表达自
己的情感，音乐可以让他们放松下
来。”刘晶坚定地说：“我会一直走
在公益路上，希望未来可以用音乐
为更多孩子带去爱和梦想。”

太原市政协委员刘晶：

用音乐为孩子们传递爱和梦想
本报记者 王泳

“田妈妈，田妈妈，我要为你唱首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初秋的一天，在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幸平阳光家园残疾人
托养服务中心的一间教室里，小敏(化名)
拍着双手正在唱歌。听到小敏发自肺腑
表达爱意的歌声，田婕的泪水在眼眶里
打转。

今年49岁的田婕经营着一家假发店。
从2011年至今，田婕已经陪伴托养服务
中心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走过了近11年。这
些年来，定期为孩子们理发已经成为她的
一种习惯，孩子们对她的称呼也从最初的

“小田阿姨”变成了“小田妈妈”。
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田婕结识

了幸平阳光家园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校
长边克萍。“边校长喜欢和我讲她所在的
残疾人学校的故事，说到难处时看到她
的眼泪，心里就不得劲儿。”田婕当时就
想，要为这些特殊的孩子尽点微薄之
力。“孩子们每个月肯定需要理发，如果
要坐车到市区肯定会不方便，我为什么
不能带着我的员工去帮助他们呢？”

那年夏天，田婕带着两名员工开启
了爱心之路。那时她还没有买车，托养
中心位于离市区20公里的平吉堡镇，每
次需要倒两趟公交车后再步行才能到达。

每次去托养中心，田婕总要和孩子
们待上一整天，“看到孩子们发自内心
的、纯粹的笑脸，我也觉得非常开心。
其实不是我帮助他们，是他们温暖了
我。”田婕说，可能从第一次去，自己就
爱上了这个地方。

现在，托养中心搬到了距离市区更
近的地方，田婕也有了自己的私家车，经常会去看看孩子们。每次除了
理发，田婕还会给孩子们采买满满一后备箱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每次去
托养中心，孩子们总会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还会向她炫耀受到老师表
扬的作业，一声声“小田妈妈”让她十分感动。

受到她的感染，田婕身边很多人也加入了进来。坚持了这么多年，
当地政府和各级组织也给了田婕不少荣誉。但田婕始终认为，公益不是
有意义才做，而是做了才变得有意义。田婕说，自己的努力，也许能成
为这些孩子们生命当中的一段美好记忆，“希望有更多的人帮助残障儿
童。只要身体没问题，我会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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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近
日，在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
市民政局指导下，由水滴公司牵
头，一批互联网企业共同发起的
首都互联网慈善联合体在京宣布
成立。

首都互联网慈善联合体将致力
于弘扬首都慈善文化，连接互联网
企业资源，助力慈善组织能力提
升，引领互联网慈善行业发展，实
现慈善和互联网的相互助力。未来

5年，联合体将提供3亿元公益资
金，助力共同富裕。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
水滴公益平台已与104家公募基金
会开展合作，围绕大病救助、公益
助学、应急救灾等领域，共计上线
1.45万个公益项目，累计筹款12.3
亿元，未来仍将携手广大公益组织
与爱心用户，促进首都互联网慈善
事业发展，为建设首善之都贡献应
有之力。

首都互联网慈善联合体成立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 9月
15 日，“中国人的家——美丽乡
居公益计划”捐赠仪式在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
举行。多家爱心企业向中华社会
救助基金会及十八洞乡村发展基
金会捐赠现金和物资，用于当地
的美丽乡村建设和儿童关爱保
护等。

“中国人的家——美丽乡居公

益计划”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
合众多爱心企业共同发起的助力乡
村振兴公益行动，旨在捐赠和援建
社区（农村）儿童之家及为欠发达
地区乡村打造美丽农居典范，为关
爱乡村留守儿童、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等开展公益性探索尝试。

下一步，“中国人的家——美
丽乡居公益计划”将继续联合更多
爱心企业捐赠，助力乡村振兴。

美丽乡居公益计划在湘西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有强 通讯
员 罗帅） 100名一年级新生身着
汉服，净手沃盥、整理衣冠、拜师
敬贤、击鼓鸣志……河南省新郑市
近日举行百名学童开笔礼仪式，以
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尊师
重教、尊贤尚德、尊老孝亲的优良
传统。

此次活动由新郑市委统战部、
新郑市慈善总会主办，新郑市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具体承办。近

年来，新郑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
极助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组织的
公益活动涉及捐资助学、扶贫济
困、抢险救援、疫情防控等多个民
生领域。

“举办开笔礼活动，不仅希望
帮助孩子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也在全社会传递正能量，吸引和凝
聚更多爱心人士，为公益慈善事业
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新郑市委
统战部有关负责人说。

河南新郑：公益组织为百名学童开笔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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