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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频主要是讲民族技艺的

传承，3 个苗族小女孩放学回家后，

妈妈和奶奶带着她们学习蜡染刺绣手

艺……”11月 11日上午，刚从广州参

加完网络直播培训后，回到贵州巧姐

民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杨君打开手

机短视频，向记者介绍自己拍摄的苗

族蜡染刺绣短视频。为了加大宣传力

度，近段时间，杨君除了到各地参加

培训，还要筹备拍摄短视频“吸粉”。

和杨君一样， 纳雍县猪场乡富纳

蜡染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黄

梅也很忙碌，忙着带领绣娘们赶制包

包。

“妇联给我们联系的订单，为了

保质保量交付 6000 个包包，绣娘们每

天 都 加 班 加 点 地 做 。” 黄 梅 告 诉 记

者，在各级妇联的帮助下，合作社今

年接到了 300 多万元的订单，绣娘们

赚到钱的同时，了解到自己的技艺通

过各种产品传到全国各地被更多的人

知道和喜爱，自豪感油然而生。

“ 我 们 直 播 间 有 传 统 的 苗 族 服

装，也有将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围

巾、香包、帽子等文创产业，大家需

要的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小黄车了解

购买，不需要的也欢迎大家留在直播

间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11 月 11

日晚，黔西市新仁乡化屋村扶贫车间

负责人杨文丽开了一场直播，短短 1
个小时就卖出近 2万元的货。

杨君、黄梅、杨文丽三人虽在不

同的地方，但都做着相同的事情，有

着共同的心愿：传承和弘扬民族文

化，做大苗绣这项非遗产业，带动更

多妇女就业增收。

她们的心愿，也是妇联部门的工

作落脚点。

为了助推全市妇女特色手工艺产

业的发展，结合锦绣计划的实施，市

妇联制定了妇联干部“下基层、访妇

情”包片连线工作制度，多次对少数

民族手工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品牌打造进行指导和帮助。做好东西

部协作，积极主动与广州市妇联对接

协作工作，签订了 《广州市妇女联合

会 毕节市妇女联合会协作和对口帮

扶合作框架协议》《毕节深圳妇女工

作姐妹城市合作框架协议》，框定了

锦绣计划带动妇女就业创业方面的帮

扶措施。

同时，拓展营销新模式，打开国

际国内市场。通过发展龙头企业，与

唯品会、新丝路等公司签订年度合作

协议，对蜡染刺绣产品进行集中订单

式 销 售 ， 形 成 “ 小 商 品 、 大 产 业 ”

“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模式。依

托“黔货出山”等销售平台，借助各

类数字展示平台和网络营销平台，大

力拓展国内外市场。推选优秀蜡染刺

绣作品参加各项国内国际大赛，扩大

毕节手工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拓

宽销售渠道。借助市内丰富的旅游资

源，在景区举办刺绣大赛、蜡染体验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本地及外来

游客，销售蜡染刺绣产品。

随着一系列措施的落地落实，全

市妇女特色手工艺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一批批具有毕节特色的民族手工

艺品畅销国内外，为广大妇女带来了

持续增收的底气和自信。

市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市妇联将充分发挥妇联组

织联系广泛的优势，围绕巩固脱贫成

果，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以

实施锦绣计划为抓手，以妇女技能提

升为重点，主动争取政策支持，加大

扶持力度，整合优质资源，培训更多

妇女手工传承人，提升创意设计能

力，搭建展示展销平台，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巾帼力

量。

11 月 11 日至 13 日，为期 3 天的锦

绣计划苗绣蜡染培训班在黔西市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锦绣花都刺绣技艺培

训中心举行，毕节市苗绣传承人彭

艺、黔西市苗族服饰技艺传承人杨

萍、黔西市刺绣技艺传承人杨琼为搬

迁点上的 50 名妇女传授了苗族蜡染、

刺绣技艺。

“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剪纸绣和

蜡染技法，以及如何技艺转化为产品

等。”彭艺告说，培训期间，参加培

训的人员兴趣浓厚，学得十分认真。

“我第一次学刺绣，感觉还是有

点难，这两天我都认真练习，很想学

会这门手艺。”11 月 12 日，正在练习

刺绣的陈英群告诉记者。

参加培训的妇女们来自黔西市各

个乡镇，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学

成之后能够当绣娘，增加收入。

“我们举办这次培训班的目的，

是为了带动更多的妇女学习蜡染、刺

绣手艺，将少数民族妇女的‘指尖技

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彭艺说，

锦绣计划实施以来，自己得到了妇联

部门在资金、技能培训、产品品质提

升和销售推广等多方面的支持。

如今，在各级妇联的指导和支持

下顺利开办起来的彭艺工作室，不仅

是彭艺传承发展苗绣的新起点，还是

贵州省“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示范企

业，承担着培养更多“锦绣女”、推

动妇女特色手工产业发展的使命。

锦绣计划的实施对于推进民族文

化传承与发展、培养特色手工艺人才

方面的作用，彭艺深有体会：“在妇

联组织、相关部门和龙头企业的带动

下，绣娘们不仅技艺有了很大提高，

还懂得了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用产

业化的标准来进行产品开发，生产服

饰、包包、饰品等文创产品后，销路

不断拓展，有效地帮助广大妇女居家

就业，增收致富。”

近年来，毕节市妇联高度重视妇

女特色手工产业从业人员的技能提

升，以实施妇女特色手工产业“锦绣

协作”为抓手，大力开展手工技能培

训，着力打造一批省级、市级、县级

蜡染刺绣技术人才，培养一支集知

识、艺术、技能为一体的绣娘骨干群

体。近 5 年来，开展“锦绣女”培训

1765 人，造就了一批“巾帼巧手”，

涌现出了蔡群、杨晓珍、杨美、杨林

先、张志倩、杨丽等一批手工先进典

型。鼓励绣娘参加“民间艺人”“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等申报评选工作。组织和开

展绣娘评选工作和参加省内外行业交

流，拓展了绣娘们的视野。

同时，还鼓励绣娘参加妇女先进

的申报评选工作，织金县蔡群苗族蜡

染刺绣公司负责人蔡群、贵州鸿达蜡

染刺绣公司杨晓珍，先后荣获“全国

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给全市广大

妇女树立了榜样，激发了大家干事创

业的热情。

拓展销路

助力特色手工艺产业做大做强

11月 11日上午，在织金县绮陌街道中营社

区贵州巧姐民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作坊里，

4 名绣娘埋头忙活，用蜡刀在布上作画，一丝

不苟；穿针引线刺绣，神情专注。公司负责人

杨美则在一旁清点已经完工的绣片。

“这个订单有 4000 多张绣片，全是县妇联

帮忙联系的，现在已经做好将近 700 张绣片。

这些绣片的用途很多，可以用来做包包，装饰

挂件、服装、桌旗等等。”杨美介绍，公司拿

到订单，制版后就发给绣娘们做，她们可以自

由选择来公司做或者在家里做，做好公司负责

去收，按计件算工钱，“不用催，大家的积极

性都很高。”

因为公司离家近，绣娘敖芳照看孩子之

余，一有空就来杨美的公司做绣片，每个月

2000 多元的收入让她很满意：“如果不是家门

口有这个公司，我们在家带娃娃没啥收入。”

杨美的公司不仅为像敖芳一样的年轻妈妈

提供了就业机会，还为像王永秀一样的老年人

提供了一个增收渠道。

之前，王永秀的增收渠道是上山采草药到

集市上售卖，收入不高，长时间爬山上坡，身

体吃不消。现在，王永秀凭着老练的蜡染刺绣

手艺，在杨美的公司每月能拿到 2000多元的稳

定收入，不用上山采药那般辛苦。

谈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感受，绣娘们纷

纷表示：“高兴，满意，感恩。”

绣娘们的心声，杨美感同身受：“真的很

感谢各级党委政府和妇联，如果不是他们的帮

助和支持，我可能现在都还在外面打工。”

2018 年以前，杨美在贵阳市一家民族手工

艺品公司当绣娘。随着锦绣计划的深入推进，

手艺精湛的她在妇联的动员下，决定回乡创

业，带动家乡的姐妹们就业增收。

返乡后，在省、市、县妇联的大力支持

下，杨美很快就办起了合作社，开起了公司。

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实力不断增强，被授牌

“贵州省锦绣计划品牌创新示范基地”“智慧锦

绣·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创新研发基地”“巾帼

创业就业示范基地”，有效带动了周边妇女就

业增收。

“只要有足够的订单，我能召集 300 多个绣

娘给我做工，现在订单虽然是季节性的，但很

多绣娘一年都能拿到 1 万多元至 2 万元的收

入。”杨美说。

杨美和她手下的绣娘是锦绣计划深入推进

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近年来，毕节市以实施锦绣计划为抓手，

争取省锦绣计划项目资金 270 万元，市妇联投

入资金 40万元，创建了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7 个、省级巾帼脱贫基地 12 个、建立巧手脱贫

示范县 1 个、省巧手脱贫基地 12 个、锦绣计划

协作基地 4 个，创新产品项目 3 个。这些基地

的创建，为广大妇女展示指尖上的技艺搭建了

舞台，为全市特色手工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基地创建

为广大绣娘施展
指尖上的技艺搭建舞台

毕节市苗绣传承人彭艺展示文创产品

贵州巧姐民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绣娘们正在工作

贵州巧姐民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美展示

苗绣蜡染产品

纳雍县猪场乡富纳蜡染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绣

娘正在工作

黔 西 市 新 仁 乡 化 屋 村 扶 贫 车 间 负 责 人 杨 文 丽

（中） 带领姐妹们学习网络直播

纳雍县猪场乡富纳蜡染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梅 （中） 和绣娘们探讨苗绣蜡染技艺

“锦绣”铺锦绣 巧手织未来
—— 毕节绣娘特色民族手工艺品走俏国内外

□ 本报记者 李 玲

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

2013年，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实

施妇女特色手工艺产业锦绣计划的意

见》，在全省推动实施锦绣计划。同

年，毕节市抢抓机遇，出台了《毕节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妇女特色手工

产业锦绣计划的意见》，为全面提升毕

节市妇女手工技能，壮大全市妇女手工

产业规模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十三五”期间，在省、市两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在省妇联的

关心支持下，毕节市妇联把“锦绣计

划”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坚持传承保护

和开发创新相结合、民族民间特色手工

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

创建一个锦绣计划巧手脱贫示范县，创

建一批基地、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大力

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搭建展示交流平

台、多方协调找订单和拓展销路等举

措，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妇女特色手工艺

产业发展取得实效。

随着锦绣计划的深入实施，目前，

全市蜡染、刺绣和民族服装服饰特色手

工企业达到了554家（企业46家、合作

社70个、家庭作坊438个），直接带动

了2万余名妇女通过从事手工业劳动就

业增收，广大妇女实现了“绣着花、看

着娃、挣着钱、养着家”的美好愿望，

在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的征途中，彰显

巾帼之力，展现巾帼之美。

技术培训

为特色手工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