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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雨花区非遗馆了解到，

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湖南

省妇联通过实施“芙蓉匠心

计划”，启动了“百千万工程”，

授予雨花区非遗馆为“湖南

省巾帼巧手创业就业孵化基

地”。该基地目前已帮扶建档

立卡贫困户 400 多人，实现

了基地手工艺人从 2015 年个

人年均收入不足 2000 元，上

升至 2017 年超过 30000 元，

同比增长超 15 倍。

“我们主要与湘西等地联

合，将当地的非遗项目、非

遗产品带到省内外，最终实

现精准扶贫。”湖南女红协

会会长、长沙市雨花区非遗

馆馆长邓运姣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如今，基地将继

续探索手工脱贫模式，努力

把巧手孵化基地建成为集“手

工艺产品展示展销、技能培

训、 研发 设 计、 业 务洽 谈、

企业孵化”五位一体的全方

位女性创业就业服务平台。     

扫一扫，
分享网络名人潇湘行

巾帼建功新时代喜迎妇女十二大
04 2018年9月6日  本版编辑／李诗韵  美编／王蕾

E－mail：lishiyun@fengone.com

考察妇女创业就业、关注乡村妇联改革、了解基层妇儿维权服务……

互联网+妇联网：大 V 聚“娇”湖南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见习记者 莫雪霈

“女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万个人可能会有一万种答案。我的答案是：‘爱’……所以，昨天我在长沙，在一片女性之美的‘海洋’中，马上就捕捉到
了一句话——爱能产生美，美应该用来帮助别人。”

这段话，摘自河北省作协签约作家、“中青网”特约评论员聂昱冰 9 月 3 日发表的一条微博。这一天，她受邀与多名“网络大 V”跟随全国妇联一行，
来到湖南长沙，参与了这场由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主办的“美丽绽放潇湘行·网络名人走基层访妇情话改革赞成就”考察活动。

从长沙到湘潭再到常德，4 天里，考察团一行调研当地妇女创业就业、关注乡村妇联改革，了解基层妇女儿童维权服务，还与非遗文化传承人、基层
妇联执委、优秀女企业家进行交流，全方位聚“娇”湖南。

当“互联网大 V”遇上“妇联网大咖”，共同探讨湖南妇女儿童发展事业，又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火花？跟着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
看一看吧！

■打卡第一站：长沙   时间：9 月 3 日

传承非遗技艺，致富办法“纷至沓来”
关键词：巧手致富

中国结、花瓣、小动物

……刚走进长沙市雨花区非

遗馆的大门，近处摆放的一

方木桌便格外惹人注目。放

眼望去，十余名妇女正围坐

在桌旁，手指灵活地编织着

各类绳结。再靠近点儿，满

桌子手工艺品色泽亮丽、琳

琅满目。

长沙市雨花区非遗馆是

本 次 考 察 团“ 打 卡 ” 的 首

站，也是湖南省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姜欣重点介绍的湖

南省巾帼巧手创业就业孵化

基地（以下简称“巧手孵化

基地”）。这儿汇聚了一大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她

们用一双巧手编织出各类工

艺精品，并为其注入了浓浓

的湖湘特色。

“ 以前只能在 家照 顾 老

人，现在每月能赚 2000 元！”

家住长沙县的编织女工李莲

华是巧手孵化基地的女工。

这些年，由于丈夫长年在外

打工，她不得不留在农村照

顾家人。是妇联的一次培训，

让李莲华改变了“留守”的

尴尬处境——今年 3 月，长

沙县举办巧手孵化基地培训

班，李莲华报名参加。就在

这一堂课上，她爱上了手工

编织。编织兴趣衍生出生财

之道，如今技艺娴熟的她每

月都能靠编织赚钱。

李 莲 华 告 诉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如今她打算自

己当老板，来一次“中年创

业”。

如果说李莲华的创业还

只 是 梦 想， 那 么， 今 年 45

岁的王朔便是创业的成功典

范。

曾是国营单位员工的王

朔在下岗后，开了一家主卖

玉器和水晶的门店。渐渐地，

王朔发现，即便是润亮华美

的珠宝也需要更多点缀。

得知巧手孵化基地成立

后，王朔专程前来向中国结

艺高级讲师陈妙华请教中国

结编织技艺。在参加了几次

免费工艺培训后，她学到了

更新潮的编织技艺，为自己

店里的玉器、水晶增添了手

工编织元素，受到顾客的好

评。王朔感慨：“做生意的

人都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

餐’，可现在这等好事竟给

我遇上了！”

好举措：手工脱贫

精准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

大咖论坛 >>

让更多妇女“巧手脱贫”
姜欣（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基地的建立，让女书、湘绣等一大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发

展。不仅传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更

为广大农村妇女提供了一个学习手工技艺

的优良平台，一条凭借双手实现创业就业、

脱贫致富的路径，实现“巧手脱贫、致富”。

在这里，那些年龄大、文化水平较低的妇

女能快速上手，并通过她们的巧手将编织

技艺发扬光大。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基地不仅越

办越好，更有一批年轻人加入到非遗文化

的传承行列中来。希望政府、社会组织、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都来支持，将湖南省

巾帼巧手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办得更好。

大 V 声音 >>

@ 真话哥（微博博主、粉丝 174 万 +）
走进长沙雨花区非遗馆，用“惊艳”来形容毫不夸张。

这里不仅有陶笛、木墩画、香道，还有棕榈编、手鞠等几百

项非遗项目，更是入驻了 200 多名传承人。更让人欣喜的是，

其中很多项目为帮助偏远地区和贫困山区妇女脱贫致富贡献

了力量，不仅使得非遗文化得以传承，更让贫困妇女实现了

就业创业。

@ 晓波（共青团中央《青听》栏目主播，粉丝 10 万 +）
刚到基地看到这些编织手工艺，忍不住买下了一条工艺

项链。在我看来，实际行动才是最好的点赞——我会把这条

项链带在身边，记住这里的公益力量。

随后，考察团还来到长沙开福区

湘雅路街道流芳岭社区居民服务活动

中心。社区妇联通过妇女展能“芳菲

苑”、妇女培训“芳学堂”、妇女议事“芳

香台”、妇女志愿服务“芳草连”等四

大服务板块，打造“妇女儿童之家”。

更多行程 >>

9 月 4 日，考察团一行 还来

到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四季

花城社区，专题调研了长沙市多

机构合作反家暴长沙模式。

( 下转 05 版 )

互联网大V与“妇联网”大咖云集长沙，在雨花区非遗馆留下一张合影。

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姜欣（左一）、
《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金勇（右一）向湘绣
艺人沈静平学习湘绣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