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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草编 从草根到时尚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孙晓东

“志愿捐献遗体器官，能帮到有需要
的人重获新生……”说话者，是重庆江津
区南华社区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倡议者
和发起人龚光荣，趁着周末街坊邻居聚
会，龚光荣同夫人李洪玉进行遗体捐献
宣传。

龚光荣一家三口原本过着衣食无忧
的幸福生活，然而祸从天降。2011 年 8
月，儿子龚筱植不幸被查出患上了淋巴
细胞白血病。病床上，得知病情的龚筱
植委托父母帮他实现最后一个愿望：去
世后，捐献遗体器官，帮助有需要的
人。起初，母亲李洪玉对儿子的做法不
能接受，龚光荣却表示支持，最终，夫
妻二人含泪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2012 年 9 月 7 日，龚筱植因病不
治离开人世。随即，龚光荣夫妇按照
儿子的遗愿，向重庆医科大学捐献了
儿子的遗体及眼角膜。4 天后，重庆
医科大学发来感谢信：龚筱植的眼角
膜被成功移植，帮助重庆两名眼疾患
者重见光明。那一刻，龚光荣的泪水
夺眶而出。得知儿子的遗体还可为医
学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夫妻二人顿时
理解了儿子的初衷。

此后，夫妇二人决定向儿子学习，
志愿捐献自己的遗体及眼角膜，并于
2014年来到江津区红十字会签署了遗体
器官捐献志愿书。不仅如此，龚光荣还

酝酿了退休后的计划——当一名呼吁捐
献遗体器官的志愿者，动员更多人参与
到这项公益事业中。

在龚光荣夫妇看来，遗体捐献是人
生奉献精神的体现，也有利于医学发展
和人才培养，有利于殡葬改革节约土地
资源。然而当他们第一次在小区倡导遗
体捐献时，却遭到邻居的冷嘲热讽。“龚
光荣，你不要以为你儿子捐献了遗体，
你就是英雄。中国几千年入土为安的传
统，你要打破它，就不怕千刀万剐？”人
们的反应早在他俩的意料之中。龚光荣
不仅不生气，反而心平气和地耐心解释。

此外，龚光荣还跑到小区院坝、滨
江路等人群集中的地方进行“演讲”。妻
子李洪玉也没闲着，打出“感情牌”：带
着自己一家人的遗体与器官捐赠志愿
书，以及各种与捐献相关的资料，跟随
丈夫挨家挨户做工作。

“我们都享受国家的好政策，能住在
这么好的公租房里，多么幸福啊！”看到
龚光荣一次次上门宣讲，身体残疾的何
高峰了解到捐献的意义与价值，率先签
下一份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2014年，龚光荣的奔
走宣讲没有白费，有 4 名群众签下了志

愿书。
2015年春节刚过，夫妻二人就将他

们的宣传范围扩大到“亲友圈”。很快，
龚光荣的老同事、老朋友、老邻居也纷
纷加入了志愿捐献队伍。2015年，受龚
光荣夫妇的感召，同意捐献遗体器官的
人数已有28人。

夫 妻 二 人 备 受 鼓 舞 ， 趁 热 打 铁 。
2016年初，他们又带着各种资料，开始
到周边小区宣传。“我的肾好、眼睛好，
我要签份捐献书。”60 岁的居民袁孝平
对龚光荣说。“人死了啥都不知道了，捐
献眼角膜还能看见世界的美好，我要
捐。”58岁的居民代成华也来了。“我的
身体也不错，我同意捐献自己的遗体。”
龚光荣77岁的岳母谢启芳不仅支持女儿
女婿，还发动另两个女儿也加入进来。
如今，仅龚光荣一家，就有 6 人志愿捐
献遗体器官。

2016年1月22日，龚光荣夫妇发动
周边45位居民举行了一场集体签署遗体
器官捐献志愿书仪式。这场捐赠，也是
重庆迄今规模最大的一场 （社区） 集体
捐赠仪式。

6 年来，在夫妻二人的感召下，已
有 108 人签署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其中有 4 名群众已经成功捐献器官。龚
光荣说：“呼吁大家参与这项公益事业，
我还会继续干下去。”

水牛刘村位于河南周口项
城市南顿镇，一直以来，受地
理环境、思想观念制约，加之
基础设施落后，严重阻碍了该
村的发展。2018 年初，正值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际，周口
市委政研室选派李梓领来到该
村担任第一书记，吹响了水牛
刘村向贫困发起总攻的号角。

入村前，李梓领就听说水
牛刘村是出了名的涣散村、后
进村，前任党支书辞职一年多
了，一直没有选出新支书。

入村后，李梓领找村干
部挨个谈心，拜访老党员、
老干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村两委班子没有带头
人，思想不统一，一人一个
想法，谁也不服谁，开个会
都叫不齐人。”针对老党员刘
永富反映的这一现象，李梓
领一方面征求大家意见，一
方面与镇党委沟通，确定了
加强学习、统一思想、明确
目标的工作思路。

随后，李梓领提议召开党
员大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
脱贫攻坚这个主要任务上，明
确年底贫困村脱贫摘帽的目
标，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在村两委换届选举
中，把能干事、想做事、有思路、有想法的党员通过

“四议两公开”的形式选到党支部中，班子有了领头
羊，工作有了主力军，村党支部真正形成了一个集体，
成为能够发挥作用的战斗堡垒。

李梓领刚来村时，群众反映最多的就是修路和装路
灯。村里主干道虽然已经硬化完毕，但小街小巷还是晴
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里的路灯坏了几年，群众晚
上出门还要摸黑。对此，李梓领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
到项城市扶贫办争取政策，引来126万元资金为村里修
了3公里巷道，并装上了太阳能路灯。

脱贫攻坚，产业为先。村里建好了扶贫车间，可是
一连两个企业都生存不下去，要么缺少带贫能力，要么
招不到工人。农村企业该怎么发展？李梓领与村组干部
合计着，最终雅梓服装厂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老板是邻
村人，老实靠得住，服装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
术要求不高，能够带动贫困户就业。双方一拍即合，
2019 年农历正月十六，雅梓服装厂正式落户水牛刘
村。现在有 20 多名村民在厂里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
的收入。

群众的小事，就是党员干部的大事。李梓领担任第
一书记以来，始终把“群众事，无小事，群众事，我家
事”装在心里，本着“需要解决的事做细，利于群众的
事做好”的原则，对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一件件群众
期盼的事，都当成大事来办。

驻村以来，李梓领已为水牛刘村争取各项资金400
余万元，新修桥 11 座、打机井 41 眼、修路 4.6 公里，
安装太阳能路灯 113 盏，栽种绿化树木 5000 余棵；占
地 5 亩的光伏发电项目投入运行，每年可为 17 户贫困
户分红 1200 元，为村集体增收 3 万元以上，为水牛刘
村加快发展增强后劲，打下了坚实基础。

传 递 生 命 大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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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市赫章县白果街道石板河村，是乌蒙山脉
深处的一个深度贫困村，全村有519户村民，其中261户
是贫困户。

要致富，先修路。1999 年秋，村两委决定从村旁的
川沟大岩上开凿一条通村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
村民们踊跃参与下，历时 3 年，终于在 2002 年夏天凿出
一条长 470余米、宽 4.5米的通村道路，将山里和山外连
接起来。

悬崖上的致富路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影报道

一辆汽车行驶在“挂壁公路”上。2016年，这条通村

路修成了平坦的水泥路，村民出行、货物流通更为方便。

石板河村的“挂壁公路”。2014年以前，村民都依靠

一条悬崖上的羊肠小道出行。如今，这条被村民称为“志

气路”的挂壁公路，不仅是村里的致富路，还成为当地一

个著名的旅游景观。

“不点火，不冒烟，看着电视做草编；
不出门，不出院，轻轻松松把钱赚。”在山
东平度市新河镇，树荫下、走廊里随处可
见三三两两的村民席地而坐，一边拉着家
常，一边编着草编。

小草编，大舞台。从乡间地头到亮相
京城，“指间大象——山东平度新河草编
非遗技艺展”，6月3日至8日在北京传统
文化艺术中心开幕。从 3 米多高的巨型
编包，到手掌大小的零钱包，大小不一、花
色多样的 500 多件草编精品令人眼前一
亮。

源自民间

从“草根”到“时尚”的逆袭，新河草编
经历了300多年。

平度市位于山东胶东半岛西部，境内
四季分明，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丰富，有利
于农作物的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
得平度境内植物资源丰富。新河草编凝
结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承载了厚重
的历史文化，从选材到加工完成都饱含着
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盼。

非遗传承人林红香今年 74 岁，从三
四岁就跟着母亲编草辫，出嫁后，依然以
做手工艺品为生，用她自己的话说，“一辈
子都在跟草编打交道，一辈子靠草编过日
子”。林红香的母亲孙玉华，今年 99 岁，
虽然眼睛已看不清，但还能编出花纹复杂
的小辫儿。林红香的女儿从小跟着她学
手艺，目前在当地的草编加工点打工。林
红香的外孙女还在上幼儿园，放学后来到
姥姥家玩儿，也能跟着编桌垫。林红香一
家的草编生活，反映了新河镇家家户户编
草编的景象。

新河草编工艺品历史悠久，闻名遐
迩。300多年前，生活在新河镇的老百姓
学习先民的劳动智慧，就地取材，将废弃
的农作物茎叶重新利用，变废为宝，编织
出多种多样的日用品和装饰品。经过几
百年的传承发展，平度新河草编工艺延续
至今。

姜亦江今年71岁，是青岛民生工艺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1973年，姜亦江在新河
镇政府支持下组建了草辫加工组，1984年
又成立了平度民生工艺品厂，1990年，该
厂的民艺牌玉米皮及制品产品，被山东省
经济委员会评为山东省工艺美术品百花奖
优质产品，参加了1991年全国外贸出口商
品生产基地成果展览会，同年，与台湾科伦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民生工艺品有限公司。
发展至今，公司每年出口产值达 8000 余
万元人民币，远销欧洲、北美、南美、中东、
南非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河草编工艺源起民间，属集体性传
承，从业者大多是生活在农村的女性。曾
经一段时期，由于大部分年轻人选择进入
城市或工厂谋生，导致传承群体年龄老
化。加之城镇化速度加快，许多适用于编
织的植物被高产农作物替代，减少了草编
工艺所需的原材料。且随着现代科技水
平的提高，各类机械及人工合成材料制品
的出现，使得新河草编工艺品遇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

为将新河草编工艺世代传承下去，新
河镇政府引导群众承包盐碱地，进行蒲

草、芦苇种植，保障部分原材料的供给，并
拓宽购置原材料渠道，同时规划建设了工
艺品产业园，设立扶贫基地。此外，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申请注册了“指间大象”商
标。投资打造的“新河编艺小镇”于2017
年被列入青岛市特色小镇名单。多方位
的保护举措，保障了新河草编工艺的传承
与发展。

跃动指间

姜亦荣今年 62 岁，18 岁开始收小
麦辫子，他是第 4 代收辫人。在姜亦荣
的家里，有收藏了近百年的辫子，几十
种花样复杂的小辫儿，花纹精美绝伦，
令人叹为观止。五龙股这种辫子，目前
只有90岁以上老人有可能编得出来；三
拉这种辫子，去年还有12个人会编，目
前仅有6人。姜亦荣介绍说，“部分编艺
手法的失传，很可惜。但同时，更多新
的技法被创新出来，还有更多新的材质
被发现”。

记者了解到，新河草编一般要经过选
料、编掐草辫、缝制、整型、装饰等几大步
骤。草茎光滑，柔韧质细，有较强的耐折
性。较多选用麦秸草、玉米皮、芦苇、蒲
草、茅草、水草等。整理好的原材料用水
浸湿，保持柔软度。麦秸草先进行“掐草
辫儿”，心灵手巧的新河人将一根根麦秸
挑压交叉编出各种不同纹理结构的花样
草辫儿，以备后用。草辫儿种类众多，如
筛子类、民翅类、套翅类、抖翅类、粽角类、
对草类、小纹类、蜈蚣类、摺子类、龙骨、锯
条等，每类又根据麦草数量不同而分多种
编法，共逾300多种。玉米皮则需先撕成
细条纺成绳索，或在麦秸秆上编织，或依
照模具进行编织。

新河草编编制手法由最初的编辫、平
编、绞编、编花等，发展到今天的锥砌法、
串接、串钉等 30 多种，造型多样，品类丰
富，且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手工艺者可
以自由选择编织场所和时间。在发展过
程中，新河草编逐渐由单一的麦草草辫、
草帽发展到用多种原料制作的各类工艺

品，达 10 余类、万余个品种，涵盖草编衣
帽类、草编包类、居家家饰类、收纳储物类
及草垫系列等，巧妙地将实用性和艺术性
融为一体，既实用又不易损坏。

为更好地将草编工艺传承光大，当地
政府发动协会、企业和从艺者等各界人士
的力量，开展资料挖掘整理工作，加大对
老艺人的保护力度，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并开展系列传习、研究、交流、展览活动。

同时，通过加强研发新工艺、挖掘新
材料，实现草编工艺品与现代生活的紧密
融合。依托“新河编艺小镇”的优势开展
研学游活动，打造融草编工艺品风貌展示
街、草编工坊、草编文博中心、草编博物馆
于一体的展览展示平台，形成多措并举的
保护方式。

如今，新河草编在当地发展基础好，
从业人员多，已经成为助力脱贫、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点项目和重要平台。

形成产业链

新河镇是江北地区最大的草编工艺
品加工出口基地，草制工艺品产业是支撑
当地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全镇共有90
余家从事草编工艺品的企业，103个村中
有 80 个村建立了草编工艺品加工点，从
业人员2万余人，2018年产值达24亿元，
产品远销日韩、美国、欧洲、东南亚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草根”产业一头连着国际大市场，一
头连着千家万户，形成一道独特的“产业
链风景”。如今的新河镇已成为草编的

“世界工厂”，编织工艺甚至得到许多国际
大牌的青睐，编包、草帽登上了国际时装
周。“我们的草编产品全部出口，从几美元
到上百美元不等，很受国外潮流人士的追
捧。”青岛鹏程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綦
家鹏说。

而青岛裕昊工艺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以收纳箱包为主的工艺品厂，产品多为现
代时尚单品，总经理付珂玲从小跟随父亲
做草编，是新河草编从传统到现代完美演
变的见证者。“虽然我这里的产品看起来

和草好像没什么关系，都是麻布等一些材
质，但实质上无处不在体现草编文化。新
河草编是一个大产业，是广义的，不是狭
隘的，有传统的草辫子、草帽，也有现代的
时尚家居产品，这些都是新河草编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付珂玲对新河草编有自己
的定义。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注
重用文化提升草编产品内涵，走品牌
化、集群化发展之路，是近年来新河镇
正着力实施的产业战略。为提升新河草
编品牌知名度，新河镇政府申请注册了

“指间大象”商标，近日在北京举行的草
编非遗技艺展现场召开了“指间大象”
品牌发布会，同时面向全球招募合作运
营商。

在平度新河草编非遗技艺展上，有
一个巨型草编包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巨
型 包 长 3.1 米 ， 高 2.85 米 ， 厚 度 1.2
米，是用新河镇当地产玉米皮为主要原
料，十几位草编艺人纯手工编制而成。
经线是多彩包筋，寓意百姓生活多姿多
彩，纬线是传统花辫，意在表达传统与
时尚不可分割的理念。这样一件巨型草
编工艺品，绝不仅仅为了美观，而是新
河人在向世界传达声音——新河草编，
百年传承，一经一纬都慢炖出岁月的沉
香；指间大象，蝶变新生，一枝一叶都
盛放着世间的烟火温情。

草编包上所绣的是新河草编注册商
标“指间大象”的标识。说起注册“指间大
象”商标的初衷，新河镇党委书记于锴有
自己的考量，“全镇 90%以上的草编制品
出口，但在利益链条上却处在低端。通过
打造‘指间大象’这一高端品牌，可以丰富
产品形式，增加新河草编文化内涵及核心
竞争力”。

目 前 ， 新 河 镇 已 成 立 “ 指 间 大
象”品牌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梁进希
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创办新河草编技
艺传承学校，将聘请 4 位非遗传承人
作为老师来授课，同时，在镇域内各
学校设置草编课程，从娃娃抓起弘扬
草编文化。”

“ 指 间 大

象——山东平

度新河草编非

遗 技 艺 展 ”6

月 3 日至 8 日

在北京传统文

化艺术中心举

行。图为草编

艺人现场展示

技艺。

张德杰摄

龚 光 荣

（左一）与妻子

李洪玉（右一）

在向邻居们宣

传器官捐献的

好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