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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霏霏，走进尖扎县康杨镇城上村文
化大院，原本热闹的大院在秋雨的洗礼下安
静如斯，雨水打在瓦片上、树叶上，滑落在
地上，淅淅沥沥，滴滴答答。

一场由尖扎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县
文化馆承办的乡村振兴技能培训之青绣培训
班在这里火热开班。

在文化大院会议室内，十余名绣娘正专
注地创作着各自的作品，细细的剁针牵引着
彩色丝线在绣布上穿梭，一针一线间，活灵
活现的图案渐渐显现：盛开的牡丹、出水的
莲花、惟妙惟肖的动物，银针轻舞，丝线摇
曳，若凝神静听，便可听到针牵着丝线穿过
底布的声音……

“老师，这里配哪个红色好？”“老师，莲
花的叶子掺上还是平针？”安静的会场内，不
时传来掺杂着青海方言的询问声。大家口中的
老师，正是从小喜爱刺绣，在康杨镇一带小有
名气的马秀英，她来自康杨镇河滩村，也是此
次培训刺绣技艺的主讲老师。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被誉为“指
尖芭蕾”的刺绣技艺重焕青春，也让马秀英
从一名刺绣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发展成为拥
有600名徒弟的技术指导老师。

“我的祖母做了一辈子刺绣，手艺好，
方圆百里名声在外，左邻右舍都愿意找她做
活儿。”马秀英回忆道。儿时的耳濡目染让
她成为众姊妹中手法最为娴熟、技艺非常高
超的艺人。

在40岁之前，马秀英一直把刺绣当作爱
好，从未想过要靠此做一番事业。转变还得从
2008年卖出的那件刺绣作品说起。那几年，
家家户户流行绣十字绣。热衷于刺绣的她也购
买了一幅长380厘米、宽80厘米的《清明上河
图》，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回到家抽空绣，
断断续续花5年时间终于绣出成品。很快，经
朋友介绍《清明上河图》竟卖出了35万元的

“天价”。这次成功交易，让她嗅到了刺绣行业

的商机，也坚定了靠刺绣创业的决心。
正所谓学无止境，为了让这门传统技艺

得以更好地发展和传承，马秀英不断改进针
法、提升技艺，学习吸收秦绣、苏绣等其它
不同流派的刺绣技艺。并于2013年成立了自
己的合作社，以“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形
式，收购绣娘们的刺绣产品，带动当地妇女
居家就业增收。

创业伊始，异常艰难。马秀英发现，民
间刺绣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下正在不断地流
失，她创办的合作社遇上了“瓶颈期”。“很
多东西不再需要自己亲手制作，商场里、电
商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更美观洋气的商品。再
加上因为刺绣费时又费力，大家也不太愿意
学习。”

2018年，对她而言是个转折年，在尖扎
县政府的推动下，马秀英参加了青海省乡村
旅游暨扶贫产业启动大会，第一次让刺绣作
品走出了小作坊，接受市场的考验。

2015年，马秀英被聘为青海省巾帼手工
制品培训基地的刺绣培训讲师。有了新身份干
劲更足，在县文化馆及妇联、残联、康杨镇政
府等部门的帮助支持下，马秀英开始在尖扎县
康杨镇各村忙碌、穿梭，面向农村富余劳动
力、家境困难妇女、留守妇女和残疾人，陆续
开展传承发扬民间刺绣技艺培训。截至目前，
她已经帮助康杨镇14个行政村的600名妇女掌
握了刺绣技艺，并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她不仅免费教学，还会去劝说大家来学
习。“现在都不用我自己出去找人来学习，
大家都是自己主动来。”她笑呵呵地说。

2020年，马秀英创建的康杨镇馨馨刺绣
工坊入选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扶贫
开发局“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名录。2021年
她被认定为黄南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尖扎刺绣代表性传承人。

“肉香也怕巷子深，刺绣发展也应顺应时
代发展。”马秀英说，她紧跟时代步伐设计制

作符合当地特色的刺绣用品，这在她看来
是非遗延续“生命”更好的方式。就拿婚
庆花束来说，她利用丝带制作玫瑰手捧
花，价格低廉容易保存，更加受到消费者
青睐。同时，团扇、钥匙扣、手提包、帽
子，但凡可以运用于生活，马秀英无所不
绣。“非遗技艺与现代元素的结合，不仅
是继承，更为非遗文化注入了时尚的内
涵，让非遗传承也能“潮”起来，吸引更
多人关注。”

康杨镇河滩村村民马尕娘，从七八
岁时就看奶奶在家做刺绣，十几岁动手
学做刺绣。2017 年，她加入马秀英的青
绣工坊，凭借精湛的刺绣技艺，已成长
为合作社的得力干将。“这几年，农闲时
节好多媳妇忙着在家做针线活挣钱。一
件绣品卖出去，家里的零用钱就够了。”
马尕娘说。

过去，刺绣对于农牧区妇女来说是
自用品，而如今，它已走出家门走向市
场。随着属性的改变，悄然改变了绣娘
的生活和家庭地位。

“还有一部分残疾人在家里进行作品
绣制，我们没有规定时间，只要她们完成
作品就可以拿到合作社来，按件付费。”
马秀英说，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多数人务
农、务工两不误，实现双收益，大部分居
家灵活就业的绣娘一年可以实现10000元
的经济收入。

对于将来的发展，马秀英在两年前就
有了打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
绣娘过上‘背着娃、绣着花、养着家’的
幸福生活。今后，我想扩大合作社的规
模，把展厅和绣房分开，设计研发更多刺
绣文创产品。用我们手里的针和线绣家乡
的美丽河山，绣我们的民俗文化，绣我们
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努力把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

小山坳蹚出致富路
9月19日，同仁市黄乃亥乡日秀玛村秋

日“芳华”胜春朝，传统藏式房屋镶嵌在群山
之坳，炊烟袅袅，宁静悠远，干净的柏油路两
旁，一边是金黄的饲草燕麦，一边是低垂着脑
袋的黑青稞，静待收割。

当收割机的轰鸣声响彻村子，56岁的多
吉先加早早出了门，看着村里的饲草燕麦大
丰收，内心很是踏实。看完燕麦，他朝着合作
社走去，这个地方是他除了庄稼地以外，最愿
意去的地方，他在这里上班，当着副经理。

“今天要来很多人，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
我们的豌豆粉、青稞面。”

在同仁市，日秀玛村传统手工制作的豌
豆粉、青稞面人尽皆知。多年以前多吉先加
家的磨坊总是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客人”，如
今，豌豆粉搬进了村上的农产品加工合作社，
和黑青稞、菜籽油等一起成了村上的“明星”
产品。

正想着，村党支部书记先卡加就带着一
大帮人来到了多吉先加眼前。

“经理，豌豆粉是怎么加工的？”
“你家里有多少地，一年收入怎么样？”
面对镜头和陌生的面孔，多吉先加有些

羞怯，但是说起现在的好日子，他侃侃而谈。
“如今家里的地不用自己种，每年拿不少

分红，还按月领工资，一年收入好着哩。”
“那以前呢，以前收入怎么样？”
面对记者的问题，多吉先加陷入沉思。
以前的日秀玛村是同仁市的“小粮仓”，

地多、地大，天然绿色生长的植物给村子带来
了无限生机。可是，“靠天吃饭，围着黄土地
转”的日子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走”，他们
到县城打工、做生意，久而久之，村里人少了，
地也荒了。

多吉先加家有3.4公顷地，一家人全围着
庄稼转，一年到头也就1万元左右的收入。为
了节省开支和劳力，他家每年都有很多轮歇
地。他说：“以前种那么多地，只能靠儿子一
个人出去打工，到了农忙的时候还必须赶回
来帮忙，所以就种一部分地。”

很多村民和多吉先加一样，让田地轮歇
或者干脆撂荒，以至于曾经的“小粮仓”遍野
是荒地，看着村里的撂荒地越来越多，多吉先
加心里很不是滋味。

党的二十大的春风吹遍大地，也吹进了
这个小山坳。在黄乃亥乡党委、政府的带领

下，日秀玛村整治撂荒地、调整产业结构，齐
头并进，小山村开始“华丽转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思想
和绿色发展理念就是我们村产业发展的总思
路。”村党支部书记先卡加娓娓道来。

可是，如今的轻描淡写依然藏不住昨日
的风雨兼程，调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村
民们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把地交给村集体种，那岂不是自己的地
不能自己做主。”

“土地入股了，家里没有饲草，牛羊吃什
么？”

……
为了让村民们安心、放心，联村领导、乡

党委副书记杨斌，合作社理事长、村党支部书
记先卡加，合作社副经理、致富带头人多吉先
加，还有其他党员干部共同组成了一个“党
建+”阵营，用了半年时间走村入户，大会小会
开了无数次，最终探索出了“六化”村集体经
济经营模式。

去年，全村249户村民的耕地入股股份
经济合作社，今年种的200公顷饲草燕麦、
133.3公顷黑青稞喜获丰收；村里的豌豆、菜

籽等特色农产品经过加工，在同仁市区直销
店“大卖”；原来的34.13公顷撂荒地变成了饲
草集中连片种植带；村上新建的饲草料储备
库以及生产加工车间堆满了饲草，不仅能自
给自足还能绿色输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的70余台现代农机正在秋收时节“大显身
手”；去年合作社收入418万元，117万元用来
分红，解决就业40余人……

多吉先加说：“我家3.4公顷地全部入股
了，地不用自己种，一年分红有15000元，我
在合作社上班一年工资22000元，儿子可以
安心打工，媳妇照顾好孙子，生活挺好的。”

事实证明，资金股份化、农民股民化、经
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耕作机械化、收益分
红化的“六化”模式，是一条符合日秀玛实际、
具有日秀玛特色的“致富路”。

出村时，现代化机械在日秀玛村的层层
梯田间忙个不停，远处山头上厂房屹立，秋日
的喜鹊叫个不停，乡党委副书记杨斌笑着说：

“产业壮大了，村庄更美了，村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也增强了，如今，鼎鼎有名的‘日秀玛
模式’还延续到了隔壁羊直沟村和阿吾乎村，
正在那里生根发芽。” （来源 / 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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