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巧手绣娘，年过半百绣出三万月薪

施银香 今 年 54 岁，她和本

村大多数女人一样，从小在妈妈

和奶奶那里，学会了绣花。最早

接触的苗绣不是工艺品，而是给

自己添置的穿搭。土布染成全黑

色，�成��穿在��不��，，�成��穿在��不��，

要靠姑娘自己绣�一点色彩。施

银香十几岁的时候，白天做工，

晚�就点油灯绣花。

苗绣与大多数人熟悉的“湘

绣”不同。苗绣源于民族图腾崇

拜，不讲究逼真、也不追求写

实，比如不同季节的花也可同时

出现。最要紧的是对称以及配色，

除老年人或劳作时所穿��外，

用于节庆、装饰年轻女子的苗绣

用色都十分艳丽，大红大绿，鲜

亮夺目。

在所有苗绣制品中，最华丽

的当属出嫁时的嫁�。苗家女子

出嫁前，将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为自己缝制绣�。

“现在的嫁�至少是 30 多种

颜色了。”施银香说，当年她 19 岁

出嫁，做最隆重的准备，也只买

得起 12 种丝线，这让她遗憾不已。

婚后的生活是琐碎忙碌的，

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印

染布料也已经在市面�出现，而

且比手工绣品更受青睐。慢慢地，

在土布�物�绣制图案，不再是

当地居家妇女的必备技能，绣花

针也被机器打败。

施银香说，如果不是旅游的

兴起和村里“老太太”们的坚守，

可能这门老手艺早就失传了。

两山峡谷之中，一条恰
比河穿过湘西州吉首市矮寨
镇中黄村，雕花木屋鳞次栉
比、依山而建，半山腰上，
就是吉首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苗绣传承人施银香的
家。

眼下，施银香就着日光，
立了一个刺绣的绷子，一
幅尚未完工的“春日盛景”，
在她的针尖下渐次绽开。

“现在老了，眼睛不好
使咯，但我再老都会干下
去，不能让苗绣失传了。”
施银香说。

山脚不远处，一座即将
修葺完工的苗绣传习所正
等着她来兑现承诺。

随着交通的改善、旅游
的兴起，传统苗绣经历了没
落、寻回又崛起的过程。苗
绣的崛起给当地妇女带来
足不出户即可发展致富的
路子。像施银香这样的手艺
人，也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
时，带领更多村民，通过“艺
术”致富。

她是“最美收费员”，为家乡带“最土的货”
2018 年，因在雪天为

困在高速上的司机送上热
腾腾的米粉，吉首市西收费
站收费员——彭莉琴火了。
笑容灿烂、高颜值的“莉琴”
被网友赞为“最美收费员”，
如今在抖音上拥有超过 600
万粉丝。

这些年，在网络上走红
的彭莉琴没有签约公司，也
没有代言产品，而是利用自
己的人气，通过抖音、直播
等多种方式向外界推介湘
西的美食、美景，成为一名
成绩斐然的“土货主播”。

“为家乡代言，幸福感
满满。”3 月 26 日，接受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
彭莉琴十分自豪。

“大家�，这就是我的家乡‘矮

寨大桥’的奇观。”直播中，一

位�着大红苗族�饰的女子仿

佛置���，�得�外�丽。置���，�得�外�丽。

这是不久前，彭莉琴在“矮

寨不矮、时代标高”采访活动中，

为矮寨大桥直播的场景。这不是

她第一次在网络�推介矮寨大

桥，事实�，她经常会抽空前往

矮寨大桥景区做志愿�务，为当

地旅游助力。在活动中，彭莉琴

很感慨：“矮寨大桥让湘西与州外、

省外甚至世界连通，湘西的����

能出去，外面的人能进来，这让

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利用“网红”的影响力，把

自己作为大�湘西的宣传窗口，

这是彭莉琴近几年一直在做的

事。�班时，她会利用闲暇时间时间

拍摄收费员的生活，给大家展示

收费站背后的工作。到了周末，

她就会成为旅游博主，拿着手机

记录家乡的�景、�食。

有时，彭莉琴会穿着民族�

饰，给大家展示湘西的风俗人

情；有时，她会将当地的非物质

文化遗�展示给大家。评论里，

很多人对“神秘湘西”感兴趣，

经常问她“赶尸”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一些人�往���、��已�往���、��已���、��已

久，但没有时间一睹�景，这时，

彭莉琴就会去拍视频。

2018 年的一天，彭莉琴在

朋友圈�到，家乡永顺县的椪

柑滞销了。�到椪柑烂了一地

的图片，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直

播带货的她，决定帮帮老乡。

之后，彭莉琴在抖音�推

出了一个助农短视频。视频里，

她给大家展示湘西的椪柑，并

采访了种植户。视频虽然简短，

但仍获得了很多的点赞量。有

客商�到了她的视频，专门到

当地来拖货。几天之内，她和

其他媒体以及主播们一起，卖

出了 100 多万元的大订单，滞

销品一下变成了畅销货。

有了带货经验后，彭莉琴开

始尝试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家乡

农�品，如猕猴桃、橙子、黄

桃、腊肉等。在她抖音发布的

556 个作品中，有一半以�是土

��，还顺带展示了湘西静谧、

温暖的农村生活。粉丝都很买都很买很买

账，评论里总有人说：“琴琴，

我要去你家吃腊肉！” 

为了更�地帮助农民卖货，地帮助农民卖货，帮助农民卖货，

她还多次参与了助农直播，一

次直播基本能卖出 20 万元��元����

的订单，最高的一次，她直播

了 12 个 小 时， 成 交 金 额 达 到

56.8 万元。在直播中，她不仅

介绍湘西的��，湖南 55 个贫

困县的农��品她都卖�。她她都卖�。她。她

也因此被评为“扶贫爱心大使”。

“腊肉最�卖、水果要当场

给大家试吃，�后工作要做�。”大家试吃，�后工作要做�。”试吃，�后工作要做�。”吃，�后工作要做�。”

如今，这个“最�收费员”已

经有了自己的带货心得。带货心得。心得。

彭莉琴�到一个地�做助�到一个地�做助

农直播，当地都非常欢迎这个

人气很高的“小姐姐”，积极帮

她做�各项后勤工作，一些县

长还会和她一起出镜。这些都

是彭莉琴带货之��的温暖回彭莉琴带货之��的温暖回之��的温暖回

忆。。

“因为精准脱贫，我的家乡

变化真的很大，我很开心能把

这些拍下来，推介给粉丝们。” 

彭莉琴说，在乡村振兴的奋斗

中，她想继续为家乡发展出一

份力。 

滞销变畅销，她卖出百万订单

“网红”收费员，大美湘西宣传员 

30 多岁时，施银香的�子出多岁时，施银香的�子出岁时，施银香的�子出

门打工了，此时的她最想做的事了，此时的她最想做的事，此时的她最想做的事此时的她最想做的事她最想做的事最想做的事想做的事

就是绣花。

施银香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

姐妹一起织布绣花。她最终确

定了10 多个姐妹，组了个“绣花

局”。但家里安置不下这么多人，

她们就�到了��下的乡�所。就�到了��下的乡�所。

乡�所是中黄村最有�色的

建筑之一。老村支书杨正光十分

支持这一群“绣花闺密”。多年来，。多年来，多年来，

他守护着传统村落文化——村村

建筑和苗绣。至今，中黄村仍�和苗绣。至今，中黄村仍�

留苗 族古建 筑民居 68 栋、200

多间，占村面积 95% 以�。

坚守传统为中黄村带来了旅

游发展的契机。2013 年，中黄

村被评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

落”。加之矮寨大桥的建成、一

系列通村��的通车，中黄村

渐渐成了不少自由行爱�者的

必去之地。大约从 2015 年开始，

施银香和她的闺密也成了“景

点”中的一部分，�天都有不

少游客围�来�她们绣花，还

有一些游客�中了半成品，等

不及绣完，非要买走。还有日

本客商不远万里赶来，要把施

银香“挖”走。

让 施银 香“一举成名”的，

是一幅新娘门帘（婚礼时，挂在

新房门口用于遮挡的布帘——编

者注）和床帐。一次，她想不到

绣什么图案，跑去村里一个阿婆

家借以前的老物件。阿婆原是大

户人家的“小姐”，爽快地翻出了

压箱底的收藏——那是施银香

从来没见�的图案，除花鸟龙�

外，还有蝙蝠等不常见的动物，

画面非常饱满。

施银香这幅苗绣绣�后，不

少人抢着要。她的绣花��也成她的绣花��也成的绣花��也成

了金手艺，一条只绣了一朵花的

手帕能卖 300 元一条，她一个月

的收入将近 3 万元。

自己靠绣花赚了钱，施银香

还想带领村里的女人一起挣钱。钱。。

她成了中黄村巾帼创业基地的技

术骨干，带领本村 20 多个年轻

女子学习苗绣，附近��、吉首

的客商都到中黄村拿货，�人绣

一点��裤子边，一个月都能赚

� 3000 多元。

“我想再收 100 个徒弟，把

绣花技术传承下去。”施银香说。

而在矮寨，像施银香这样带

动妇女用传统手艺赚钱的苗绣传

承人还有不少，如市级苗绣传承

人罗维英，她是湘西州吉首市矮

寨�坪朗村苗绣队的队长。

从前，她买不起彩线绣嫁衣

如今，日本客商赶来“挖人”

”

”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施银香就着日
光，开始了一
天的苗绣活计。

彭莉琴给司机递水的瞬
间，被网友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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