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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艳艳 香包绣出致富路

走进位于镇原县的庆阳妙丽香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销售展厅，琳琅满目的香包摆件、挂件、装

饰品以及刺绣作品，让人目不暇接。

裁 剪 布 料 、搭 配 颜 色 、穿 针 引 线 、装 点 配

饰 …… 在妙丽香乡村就业工厂，任艳艳正和女

工们赶制香包订单。经过工人们一针一线手工

缝制，一个个图案精美、淳朴典雅的庆阳香包就

制作完成了。

“目前订单有的来自省内，有的来自北京、上

海等地……大部分是明年端午节的香包订单。”

正在和工人们赶订单的任艳艳高兴地说。

今年 42 岁的任艳艳是高级刺绣艺术师，也

是省级技能大师、省级乡村工匠名师、庆阳香包

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出生于镇原县的任艳艳从小就喜欢刺绣，在

奶奶和母亲身边耳濡目染，小学三年级时就能独

立完成手工缝制品。

“小时候依偎在奶奶身边，看着各色花线经

过她的巧手，绣出一幅幅精美的图案，我就偷偷

地学做几针，有时候也会把做好的针线活拿给奶

奶看。奶奶总是耐心地给我指点，还常常表扬我

的针线活做得好……”凭借着热爱和家人的认

可，刺绣这颗种子在任艳艳心中生根发芽。

“上学的时候，我选择了陇东学院服装专业，

进一步学习刺绣技术。”1999 年，从学校毕业后，

任艳艳先后开过制衣店、成衣店，但制作刺绣的

手艺一直没放下。

“之后我转型在服装店做刺绣。”任艳艳说。

凭着服装设计专业学习的知识，她把刺绣产品进

行设计、创新、分类，不再是单一地制作民俗香

包，开始制作一些实用型的产品，比如枕头、拖

鞋、车挂等。

2005 年，任艳艳的 100 多件手工刺绣作品

第一次“亮相”庆阳香包节，很快就销售一空，收

入 3000 多元。

这个“没想到”的结果，让任艳艳的“刺绣之

路”越走越坚定。

为了提升自己的刺绣水平，任艳艳遍访当地

刺绣老艺人，学习民间遗存下来的精湛的刺绣绝

活，还专程前往苏州、成都等地学习苏绣、蜀绣，

经过融合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线条流感强

烈、张弛有变；构图疏密有致、灵动飘逸；色彩运

用灵活，既有热烈的颜色对比，又有经典的朴素

色彩。

2010 年，任艳艳的香包刺绣产品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她再次进行创新——设计研发红色

文化产品以及文创类产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

一个“大单”。

随着订单增加，任艳艳决定寻找一些村里的

留守妇女，对她们进行培训，带动她们一起进行

香包刺绣制作。

“我挨家挨户上门，对有意愿的乡亲免费进

行教学。学成以后，给他们提供原材料，她们加

工制作好成品后，再按保底价回收。”很快，一部

分有刺绣手艺的妇女跟着任艳艳做起了香包。

看到其他人足不出户就能有收入，一些年纪大或

是需要照顾家庭的妇女也逐渐加入。

“她们有了收入，信心足了，干活更起劲了。”

乡亲们的加入，让任艳艳的干劲更足了。她

设计产品、培训刺绣能手，很快成了镇原县香包

刺绣民俗文化产业的带头人。

共同致富的决心，让任艳艳的“刺绣之路”越

走越远。

作为香包绣制传承人，任艳艳深知香包刺绣

产品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2017年，她成立庆阳妙丽香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借学习交流的机会，与美术学院教师共同研发

设计新品，让产品更加多元，紧跟时代的步伐。

2019 年起，任艳艳先后申请了“妙丽香”等 2

个品牌商标、19 个香包刺绣外观专利。通过严

把质量关，“妙丽香”品牌逐渐得到更多客商的认

可。在传承香包、刺绣、剪纸等制作工艺的基础

上，公司形成了“3+N”产品体系，即香包、刺绣、

剪纸+服饰、编织、玩具、纪念品、文创产品等，建

成了 5 个生产基地。

在传承创新上，任艳艳深入挖掘庆阳独特文

化内涵，结合镇原杏文化，研发了杏花手链、香

包、刺绣等产品；结合庆阳岐黄中医药文化，研发

了“梅兰竹菊”中药保健脊椎枕、中药保健莲花坐

垫等 10 余种新产品；结合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

研发了七夕节玫瑰挂件、平安葫芦及金猪戏瓜、

湖羊撷花、玉兔品香、神牛采药、梅鹿献寿、雄鸡

催耕六大吉祥物香包等民俗文化产品。

同时，她在产品中融入国内外元素，并借助

现代高新技术进行包装。产品很快就打开了国

内外市场，迅速远销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深圳

及欧洲等地，年销售额达 300 万元以上。

多年来，在任艳艳的带领下，镇原县的妇女

们了解刺绣、爱上刺绣、学习刺绣并以此创业。

依托乡村就业工厂，任艳艳的公司稳定安置 400

余名农村妇女务工增收，其中从事生产研发的专

业女技工有 36 人。依靠“公司+基地+农户”“订

单集中，分散制作，最后定型”等经营模式，她带

动周边 5000 余名农村妇女从事香包、刺绣、鞋

垫、布鞋等产品加工，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任艳艳还免费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培训活

动 60 余次，开设网络直播课、网络培训班和直播

带货等活动 500 多场次，全方位、立体式呈现非

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激发了更多人对传统文化

的兴趣。

传承非遗技艺，让任艳艳的“刺绣之路”越走

越自信。

郭娟 麻鞋编出幸福生活

8 月的甘谷，花椒挂满枝头。在甘谷县大石

镇河南村的一处农家小院，收完花椒的妇女们聚

集在一起钩织、纺线，麻利地织麻片；小院的另一

角，郭娟正为想从事麻鞋制作的妇女上课，她认

真演示、耐心讲解每一个步骤，大家一边学习，一

边交流。

看着大家认真干活的样子，甘肃雅路人麻编

工艺制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娟感慨地说：

“河南村的一些姐妹从 2018 年开始钩鞋面纳鞋

底，现在做得越来越好了，新花样都能迅速钩出

来，已成钩织高手了。”

甘 谷 麻 鞋 历 史 悠 久 ，采 用 手 工 工 艺 制 作 ，

2017 年入选第四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

作为甘谷麻鞋的传承人，郭娟多年来致力于

传播麻鞋文化，对传统技艺和传统材料进行创

新，让麻鞋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同时，解决

了很多“陪读妈妈”的就业问题。

2008 年，还在河南老家上大学的郭娟，结识

了甘谷小伙牛君俊。当时，牛君俊送给她一份礼

物——一双甘谷手工纳制麻鞋。

从此，郭娟与麻鞋结下了缘分。

2011 年，大学毕业后郭娟跟随牛君俊回到

甘谷，夫妻二人创办了甘肃雅路人麻编工艺制品

发展有限公司。

创业之初，他们面临着缺经验、缺技术、缺资

金等困难。但郭娟坚信，麻鞋一定能打开销售市

场，“因为麻鞋自然环保，凉爽透气，穿起来又轻

便舒适……”于是，郭娟便求助会钩边、会纳底儿

的亲戚们当“老师”，夫妻二人跟着学，比着自己

的脚做鞋样。“刚开始学，做一双麻鞋得花一个多

星期，手指被钩针扎破、手掌被麻线磨烂，都是常

事。”回忆起学技术的日子，郭娟记忆犹新。

他们一边学习制作，一边借助网络平台进行

销售，到了年底，竟然售出了 2000 多双。

这极大地坚定了郭娟的信心。为了满足年

轻人的审美和消费需求，郭娟尝试把陇绣、扎染

等传统工艺与麻鞋制作相结合，开发出了集舒适

度和审美需求于一体的麻鞋新款式，进一步拓宽

了麻鞋的销路。

2012 年底，随着订单不断增加，郭娟开始扩

大生产，寻找会做麻鞋的妇女加入公司。

“很多当地妇女都会这门手艺，我们找到一

些做得好的妇女进行培训，让她们在家进行钩

织。”郭娟说。

甘谷县新兴镇半屲村村民牛军霞就是其中

一员。当时，为了照顾家庭，牛军霞从天津回到

了家乡。当她得知可以将麻鞋样板拿回家钩织，

便在农闲时做起了麻鞋钩织，算下来一天能赚几

十元“零花钱”。

如今，牛军霞已是厂里手工钩织负责人，她

带领 40 余名熟练工人做工，每个月收入 3000 元

至 4000 元。

2014 年，郭娟推出春秋款麻鞋，打破了麻鞋

只有夏天能穿的局面。

新产品上市后，受到了消费者欢迎，但工人

再次出现紧缺。“县城和周边村子里的手艺人能

聘的都聘了，人手还是不够。”郭娟带着已是熟练

工的牛军霞等人，去半屲村以及甘谷县更多的村

子，向当地妇女教授手工钩织技艺，吸纳更多人

参与麻鞋制作。

很快，附近乡村的姐妹加入到了麻鞋制作队

伍中来。同时，郭娟还通过当地妇联招收了一部

分妇女，让她们按照订单要求手工制作麻鞋部

件，解决了很多“陪读妈妈”的就业问题。

2018 年，郭娟组建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千层

底亚麻布鞋。

“千层底亚麻布鞋销量特别好，千层底为纯

手工纳制，需要一针一线绱鞋底，需要大量的人

力。”那一年，郭娟带动更多的当地妇女就业，让

她们凭借勤劳的双手，在家就能赚钱。

公司依托乡村就业工厂，采取以训带传、以

点带面的培训方式，一方面增加了非遗传承人规

模，另一方面也储备了更多的手工从业者，让非

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乡土，形成产业，也让更多

人通过这门技艺获益。

多年来，郭娟及其公司累计培训 16000 余人

制作手工麻鞋，直接带动 2800 余名妇女就业。

“目前，我们正在赶制一批外贸订单，还要大

量进行鞋面钩织备货，特别缺工人。”这些天，郭

娟奔走在甘谷县各个乡镇，教授钩织、检查产品，

同时也在继续招人。

2021 年，郭娟将甘谷麻鞋卖到了北京故宫

博物院。同时，她积极对接清华美院、北京服装

学院等各大高校，采用产学研的合作模式，不断

深化发展甘谷麻鞋非遗文化。

郭娟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传统麻鞋制作技

艺的基础上，经过探索创新改良，把更多丝路文

化和本地特色元素加入到产品中，为麻鞋赋予了

更多内涵，让传统麻鞋焕发出了新魅力。

不只是麻鞋，日前，郭娟的新品——“福运畅

行·福禄顺意非遗挂件”、用传统的钩织技艺做出

来的“金色小葫芦”，正式进入线下文创店，并销

售到了北京。

“这个新品，是我与服装设计师艺阳共同创

作的。”郭娟说，这款葫芦挂件的设计灵感源于故

宫清代银镀金嵌宝石蝠寿纹簪。她说：“我们选

文物上葫芦、蝙蝠、如意、带子的图案元素，用甘

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编织工艺进行制作，是一次

对传统技艺的创新。”

一双麻鞋，一个挂件，一段传承，一份责任。

在非遗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在共同致富的道路

上，郭娟和她的团队脚踏实地，坚实前行。

陈佳丽 追逐“鸳鸯玉雕”梦

陈佳丽很小的时候，就整天看爷爷、爸爸和

周边的叔叔阿姨们制作夜光杯。

“一块石料，在他们的手上，经过钻棒、切削、

掏膛、冲碾、细磨、抛光、烫蜡等 20 多道工序，就

成了一个个胎体薄透、温润透亮的夜光杯。”从黑

不溜秋的石料变成精美玉器，这个过程让小小的

陈佳丽觉得很神奇，心里埋下了学习制作“鸳鸯

玉雕”的种子。

时光匆匆。长大后，陈佳丽接过爷爷和爸爸

手上的石料、工具，学习制作技艺，加入创新理

念，成了新一代的鸳鸯玉雕传承人。

“ 我 太 爱 这 些 玉 器 了 ，一 定 要 把 它 传 承 下

去。”坐在满是各式各样玉器的工作室，“80 后”

姑娘陈佳丽讲起了自己和“鸳鸯玉雕”的故事。

“我们一家三代都靠制作玉器为生，我父亲

是主要的手艺人，石料大多是他找来的，我爷爷

90 岁了，还天天在看杯子、验质量，我是在这些

石料和玉器堆里长大的。”说话间，陈佳丽拿起手

边的“鸳鸯玉雕”茶具介绍起来。

说起“鸳鸯玉雕”，不得不提到“鸳鸯玉”的生

产基地——武山县。

武山素有“陇上玉器之乡”的美誉，尤其鸳鸯

镇一带，有“众山皆藏玉”之称。因石料发现于此

地，故被称为“鸳鸯玉”。

“在武山，‘鸳鸯玉雕’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就

是夜光杯，而夜光杯最大的生产基地就在我们山

丹镇。”陈佳丽往夜光杯里添上煮好的罐罐茶，讲

解着“鸳鸯玉雕”的来历。

她 说 ，数 百 年 来 ，“ 鸳 鸯 玉 ”不 光 被 打 磨 成

了夜光杯，还被雕刻成了人物、花卉、山水、飞

禽走兽、炉瓶、文房用品、茶具等旅游纪念品和

工艺品。

“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在我们山丹镇可谓

是户户可闻琢玉声，家家可见玉生辉。”陈佳丽

说，当时，周边的群众几乎都靠着制作玉器，盖起

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曾一度辉煌，也曾一度暗淡，甚至被人们遗忘。

陈佳丽说，曾几何时，由于在矿山开采、产品

设计、营销策略等环节缺乏专业人员，加之沿用

着初创时的原始技法，机械化程度低，生产规模

小，品种单一，产量有限，无法形成产业优势，导

致曾经辉煌的“鸳鸯玉雕”逐渐黯淡。

“年轻人都出去了，老人们渐渐力不从心，会

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产品也逐渐跟不上时代

的步伐，慢慢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说起这段经

历，陈佳丽脸上的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绝不能让传承了数百年的‘鸳鸯玉雕’在我

们这一代断掉。”近些年，当地政府、外出的年轻

人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开始重视“鸳鸯玉雕”的

传承与发展。

陈佳丽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企工作，福利待遇、

工作环境都很不错，但每次想到父辈们的这门手

艺快要失传了，心里就很难受。”2016 年，几经思

量，陈佳丽作出了回家创业的决定。“我要从父辈

手上接过这门手艺。”

回到老家后，陈佳丽和丈夫贾雄开始了艰难

的创业。

“双方家长都反对，觉得在外企待遇好、福利

好，为什么要做风险这么大的事呢。”虽然家长反

对，但两人还是下定了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

两人说服了家人，办起了玉器厂，创立了瑰

宝通汇玉器开发有限公司。

“我们在传统手艺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

创新理念，让产品的种类、样式更加丰富，吸引了

更多年轻人的目光。”陈佳丽说。

产品生产出来了，可销路成了问题。

“在外企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网络直播逐

渐兴起，想着也许可以试一试。”于是，陈佳丽在

公司建起了直播基地，自己一边做产品，一边做

直播，成为武山县直播带货的第一人。

陈佳丽说，近几年，在做好线下销售工作的

同时，他们深耕线上，利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

设立直播团队上线营业，把门店导购培养成主

播，并赋予线下门店更多新的功能。同时，利用

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开展线上引流，摆脱

了传统经营者坐等客来的被动局面。

“我们建立了直播基地，聘用 12 名专业带货

主播，年销售额达到 200 多万元，同时带动 5000

余人通过网络展示推销玉雕产品。”陈佳丽说，近

两年，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网络

销售玉雕产品。

有志者，事竟成。如今，陈佳丽被推荐为全

县劳务品牌“鸳鸯玉雕师”形象代言人，甘肃省电

子商务协会网红库优秀网红。瑰宝通汇公司生

产的系列玉雕产品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

甘肃省商务厅评为“甘肃老字号”产品。

“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又创办了鸳鸯玉雕培

训学校，教授周边群众学习玉雕技艺，销售玉雕

产品，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增收。”陈佳丽说，作为

“甘肃老字号”，瑰宝通汇和她都肩负着传承“鸳

鸯玉雕”的使命与责任，他们将用好这一平台，让

更多优秀设计师参与其中，让这项手工技艺一直

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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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除署名

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①任艳艳（中）带领

群众制作香包。

②陈佳丽通过网络

平台直播带货。

新甘肃·甘肃日报

记者 顾丽娟

③

①

②

③郭 娟（右）教 授

麻鞋钩织技巧。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文洁 顾丽娟 王君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在 我 省 ，有 一 大 批 女

性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她

们 传 承 和 弘 扬 非 遗 文 化 ，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传 统 技

艺 ，并 带 动 当 地 妇 女 从 事

手 工 产 品 制 作 ，助 力 乡 村

振兴；她们用指尖的技艺，

表 达 着 对 家 乡 的 热 爱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追 求 ，

让女性力量在非遗传承中

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