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城市咱的家 4版 2023 年11 月2 日
星期四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责任编辑 ：符雅琦  美编 ：李敏  校对 ：刘林忠

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    中共宝鸡市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宝鸡日报社

文 明 健 康       绿 色 环 保

日前，2023 年第三季度

“宝鸡好人”名单发布，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李惠莲榜上有名。她师从国家

级非遗项目西秦刺绣代表性

传承人、陕西省民间艺术大师

李爱姐，又是太阳鸟工艺品专

业合作社创始人。李惠莲潜心

钻研刺绣技艺，在做好传统刺

绣的同时，不断在形式和内容

上寻求创新，创作出了一批具

有时代特色的主题刺绣作品。

执着追求  绣出理想生活
李惠莲出生于 1961 年，

她自幼在刺绣氛围中成长，耳

濡目染，对刺绣喜爱有加，由于

时常帮助家人干针线活，很早

便练就了一双刺绣巧手。1985

年，李惠莲结婚后，一边在家照

顾孩子，一边做老虎枕头、帽

子、鞋子。但随着其他的产业经

济快速发展，刺绣市场小、利润

薄弱势渐显，刺绣经营带来的

利益已不能满足其家庭的生

活开支，她的家人劝她放弃刺

绣谋求其他生计，她一再犹豫，

甚至也想过放弃，但由于对刺

绣艺术的喜爱和执着追求，她

终究还是坚持了下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

定不移发展文化产业，坚定文

化自信，不断挖掘民间优秀传

统艺术，大力弘扬非物质文化

遗产，李惠莲搭上了文化发展

的快车。由于有着深厚的刺绣

功底，她的技术越来越精湛，

名气也越来越大，村子里许多

年轻妇女都来跟她学习刺绣，

李惠莲也毫无保留，给大家传

授刺绣技艺。她常对大家说：

“刺绣是个传家宝，幸亏当初

坚持了下来，如今的好日子才

有了奔头。”

不断进取  铺就致富道路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

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

和审美取向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造成刺绣艺术的接受和

消费群体越来越少，刺绣工

艺品曾一度经营惨淡，缺乏

消费市场造成的资金短缺，

更给刺绣的传承和发展之路

带来很大困难。为了改变这

一现状，国家大力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李惠莲借着文化

改革的春风，坚定地踏上了

刺绣的创新发展之路。

为使刺绣生产规范化、

规模化、品牌化，在千阳县文

旅局、南寨镇人民政府支持

下，2008 年 3 月，李慧莲申

请注册了农民专业经济合作

组织，成立了太阳鸟工艺品

专业合作社。2020 年 2 月，

千阳县太阳鸟工艺品非遗工

坊成立，注册了“太阳鸟”工

艺品商标。

李惠莲不仅注重在原始

手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

突破，也特别善于学习其他

优秀刺绣的特色工艺。一有

机会，她就带着刺绣作品到

处参加展销会，每次带出去

参展的作品都会销售一空。

她利用每次展销和观摩的机

会，经常向其他艺人请教，并

听取西安美院、宝鸡文理学

院美术专家的意见建议，回

来后，再将专家的建议与自

己的作品相结合，不断推陈

出新。她的工坊研发制作的

工艺品有 5 大类，包括虎头

帽、虎头鞋、披风、虎枕、十二

生肖挂件等 30 多个品种。制

作的刺绣产品表面平整、用

料考究、针脚匀称、疏密有

致、造型大方，既融合了时代

特色，又兼顾消费者喜好，深

受市场欢迎。

在 李 惠 莲 的 带 领 下，

2022 年 6 月，千阳县太阳鸟

工艺品非遗工坊被陕西省文

化和旅游厅命名为 2021 年

度省级优秀工坊。她的非遗

工坊继承西秦刺绣传统制作

技艺，结合现代时尚理念，不

断创新，始终把刺绣工艺品

传承和带动留守妇女致富作

为根本宗旨，切实维护社员

的合法权益，坚持“民办、民

管、民惠”的原则，发展会员

1280 名，带动周边妇女 5000

余人从事刺绣工艺品制作，

年制作刺绣工艺品 80 余万

件，产值 1500 余万元，为西

秦刺绣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

积极贡献，为家门口的父老

乡亲铺出了一条“致富路”。

传承技艺  带动群众增收
脱贫攻坚集结号吹响以

后，李慧莲抓住国家大力振兴

贫困地区传统工艺精准扶贫的

发展机遇，围绕传承非遗文化，

充分发挥非遗工坊的作用，带

领工坊的绣娘积极探索就近

就业、居家就业的模式壮大刺

绣产业，使更多的妇女群众在

家门口创业增收，不断提升低

收入家庭妇女产业参与度，刺

绣产业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留

守妇女就业难的有效途径。她

先后组织全镇留守妇女近千

人，免费开展培训 20余期。对

家庭特别困难又无一技之长的

妇女，李惠莲手把手不厌其烦

地教授技艺，不定期给她们送

订单，帮助她们坚定脱贫信心，

先后培养出尚月霞、乔彩琴、何

改霞等高水平的西秦刺绣传承

人 200 余人，吸纳生活困难妇

女 1500 多人发展刺绣工艺产

业，人均月收入达 3500 元，带

领她们在

家 门 口

“绣”出五

彩生活。

2015 年，李惠莲被命名

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

秦刺绣代表性传承人 ；2016

年，李惠莲选送的老虎系列

刺绣作品获第六届全国非遗

联展银奖 ；2017 年在省妇

联第二届刺绣大赛上，李惠

莲的作品《虎头帽》获一等

奖 ；2019 年被省妇联评为

第三届十大“三秦巧娘”之

一，同年被宝鸡市总工会、宝

鸡市农业农村局授予宝鸡市

“乡土工匠”等荣誉。她的太

阳鸟工艺品专业合作社被陕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授予“文

化助力扶贫示范单位”“省级

扶贫就业基地”“陕西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单

位”等称号。2023 年太阳鸟

工艺品非遗工坊被陕西省以

“西秦刺绣 ：巧手绣出乡村

幸福生活”为题成功推荐入

选 2022 年度国家级“非遗工

坊典型案例”。2023 年 2 月

18 日至 20 日，李惠莲作为

非遗大师代表“千阳绣娘”在

榆林出席首届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年会。

如今，李惠莲的非遗工坊

发展得越来越好，目前所设计

的作品总量已经超过上百件，

凡是经她设计的西秦刺绣作

品，都会被买家一抢而空，她

俨然成为千阳县西秦刺绣文

化的代表性人物。李慧莲经常

组织工坊成员外出参加各种

展销会、产品博览会等文化交

流活动，大力推介西秦刺绣，

争取订单。目前已经在北京、

上海、广州等地形成了稳固的

销售渠道，发展长期产销客户

60 多家，产品远销新加坡、泰

国、日本、欧美等 1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强国复兴有我

李惠莲 （中） 教授刺绣技艺

西秦绣娘的匠心与初心
——记“宝鸡好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惠莲

宝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