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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草原绣娘”获得自治区级劳务品牌殊荣。 白晶莹指导妇女刺绣技法。白晶莹检查刺绣作品。

草原绣娘和她的铮铮誓言
——记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协会会长白晶莹

草原绣娘。

蒙古族刺绣产业园车间内绣工正在刺绣蒙古族刺绣产业园车间内绣工正在刺绣。。

红心向党 接续奋斗振兴路

一会儿飞针走线，一会儿热烈讨论。
在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园车间内，几十名身穿深

蓝色工装的绣工们各显身手，指尖起落，一针一线交织间
一朵朵栩栩如生的花朵在绣布上悄然绽放。

白晶莹慢慢踱步，时不时俯身指导，抬起头时，笑容在
脸上绽开。这只是极平常的一幕。几年来，她用纤细的绣
花针和五彩的丝线，串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惠民好政
策，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刺绣脱贫”的新路子，“绣”出了
花一样的幸福生活。

白晶莹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蒙古族家庭，母亲和姥姥都是
远近闻名的刺绣高手。“小时候穿的衣服和鞋子上都有绣花，
就连家里的被子、门帘、窗帘上的小花也都是妈妈绣的，每天
晚上我都陪着妈妈在煤油灯下做手工活。”白晶莹说，这是从
小练就的技艺，是儿时的回忆，更是扎根于心的情怀。

2016年，科右中旗从精准扶贫出发，把蒙古族刺绣作
为特色产业扶贫的重头戏。白晶莹主动挑担，成为“科右
中旗蒙古族刺绣扶贫计划”的推动者。

为了发展蒙古族刺绣产业，白晶莹自己设计、绘制蒙
绣图案，现有的 1072种刺绣产品和 7000余张刺绣图案，
全部出自她手。之后，通过统一培训管理、统一材料发放、
统一成品回收、统一收入结算的方式，她让贫困妇女在家
门口就学到技能，实现了就业。

回忆起第一堂培训课，现场的每个细节、每张面孔，白
晶莹都清晰记得。原本可容纳100多人的教室，一下子来
了 300多人。妇女们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蹲在地上，都
嚷着要听“白老师”讲课。

从起初上课时的心不在焉、说走就走，到后来的下课
后围着白老师问：“绣一朵花真的就能挣到 20块钱吗？”

“能，一定能！只要我们一起坚持！”白晶莹坚定的语气让
妇女们对巧手致富这件事动心了，也上心了。

绣花不能心急，但老百姓摆脱贫困的心却很急。对蒙
古族刺绣产生浓厚兴趣的妇女们开始尝试拿起绣花针，跟
着白晶莹学习刺绣。坐在庄稼院里、炕头上，白晶莹的一
堂堂流动刺绣培训课，把脱贫致富的技能传送到乡亲们手
里。凭借踏石留印的工作作风和惠及百姓的为民情怀，几
年下来，她带动 2.1万名妇女加盟蒙古族刺绣产业，2895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年收入提高2000元以上。“帮助绣
娘们脱贫致富是我的份内工作，我只是千万共产党员中普
普通通的一个，只要我走得动，就会带领他们一直绣下
去。”白晶莹坚定地说。

使命如磐 团结之花分外红

“从 2000元的订单再到 5000元、7000元，接的大订
单多了，收入也越来越高。现在年入 10万元不成问题。”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男绣工曹峰笑着说。过去，曹峰干瓦
匠活儿，妻子下岗在家。2017年，曹峰不幸患双侧股骨头
坏死疾病，丧失重体力劳动能力，就在一筹莫展时，曹峰接
触到了蒙古族刺绣，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夫妻二人开始参加
白晶莹组织的培训班。在白晶莹的悉心传授下，他们很快
掌握了刺绣技能，并从简单的小花绣起，逐渐承接大订单，
生活越来越好。

白晶莹所培训的群体，除科右中旗各族群众外，还涵
盖了科右前旗、赤峰、通辽、延吉等盟内外群众，中华民族
一家亲，被她真正落到了实处。

如今，一堂堂流动刺绣培训课，不仅让各族群众“过上
好日子、活得有面子”，更让“巧手致富”成为乡村振兴路上
的铮铮誓言。

“作为非遗，蒙古族刺绣要想走出去，打开国内外市场，
还需不断提升产品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为了不让绣娘们失
望，白晶莹想方设法把这些绣品推向市场，探索出集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蒙古族刺绣产业市场运营机制。

“针对科右中旗绣工分散的现状，协会在各苏木镇设立
了刺绣实训基地，把当地的绣工进行整合，采用订单模式，
由协会发展客户、建立销售渠道，根据订单需求组织刺绣生
产。”白晶莹说，通过这种产业模式，农牧民绣工在家中就可
以接收订单。此外，还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参加各地展销
会，进行产品推介。“目前，我正在全国筹备100个手工刺绣
展厅，通过展览把我们的手工刺绣宣传出去，扩大市场。目
前，已完成了37个手工刺绣展厅的布展。”白晶莹说。

在产品研发上，白晶莹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积极推动蒙绣与中国四大名绣加强交流合作，研发出500
多种独具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旅游产品和家
居产品。同时，借助美术家、书法家等艺术家团队，开展富
有民族特色的精品样图创作。

实干为帆 劳务品牌辟新径

服务产业发展，是白晶莹当初建立劳务品牌的首选方
向。2022年，白晶莹入选全国特色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
名单，今年“兴安草原绣娘”斩获自治区级劳务品牌殊荣。

在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园，五彩丝线正在绣工肖
主拉手中飞舞。肖主拉是蒙古族刺绣产业园的“常客”，一
有空闲就到这里“上班”。说起刺绣带来的好日子，她侃侃
而谈：“以前，我在外地打工，一年收入不是很高，从 2017
年开始跟着白老师学习刺绣，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绣工技艺
之后，现在变成了一级绣工，一年最低收入2万元。”

给技能“充电”，让就业“来电”，劳务品牌让绣工们实
现了从“卖力气”到“凭技能”的根本转变。目前，科右中旗
从事蒙古族刺绣的有2万余人，间接带动农村牧区劳动力
实现就地就近转移就业8万多人次，实现劳务品牌经济产
值近5000万元。

“在打造‘兴安草原绣娘’劳务品牌这方面，我们重点
培育绣工的技术、艺术和综合能力，目前设计出了2000多
种作品和产品让他们学习、提升，然后再创收。未来，我们
将继续围绕‘兴安草原绣娘’劳务品牌的影响力，把兴安盟
手工刺绣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将培训人数在原来的基
础上做精，培训高端人才，提升产品质量，打开市场，并向
发达地区学习，整合好现有的资源，把手工艺这个品牌越
做越好。”白晶莹说。

一人培训，全家受益，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兴安草
原绣娘”已成为就业的“金名片”。

前不久，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协会又接到了一批订
单。为尽快赶制出绣品，白晶莹继续奋战在车间，带领绣
娘用勤劳的双手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的一级绣工双金亮回首
过往，颇为感慨：“是‘兴安草原绣娘’这个劳务品牌让我有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2017年，她参加了白晶莹的刺绣培训班，
靠着吃苦耐劳的品质，从基础绣起，很快，凭借一技之长，年
收入达到了5万元。“现在，我身边很多农村妇女靠着刺绣技
能培训增收致富，生活越过越好。”双金亮高兴地说。

没有人生而伟大，但总有人在平凡中创造伟大。恰如
白晶莹以及她带领的草原绣娘们——乍看弱不禁风，却能
经风雪、耐严寒。即使在寒风中也会沐浴阳光，顽强挺立，
迎着新时代的春风蓬勃生长。

（刘向阳 胡日查 高敏娜 李烨琳 武跟兄 张昕阳）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毕力格摄）

绣娘们实现家门口就业。

刺绣作品。▲▲

眼神，清澈且坚定；笑容，温暖又亲
切；双手，粗糙而有力。

“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全国脱
贫攻坚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特
色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非遗传承创新
功勋模范人物”……年过半百的科右中
旗蒙古族刺绣协会会长白晶莹，是2.1万
名绣工口中最亲切的“白大姐”“白老师”
“白姨”。

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她脚踏泥泞，俯
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

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她铆足干劲，接
续奋斗，在传承和创新中耕耘。

洒下的汗水，是付出；埋下的种子，
叫小康。

巧手引针线，绣出致富路。麦丽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