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坐落

着规模宏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祥和苑社区。近年来，随着社区妇女

手工编织合作社蓬勃兴起，搬迁妇女们的

就业致富路越走越宽广，为社区的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祥和苑社区自 2015 年建成起，便承载

着来自堆龙德庆区和当雄县 11 个乡镇的

1170 户、4748 人的新生活希望。其中，妇

女群体数量庞大，占社区总人口的半数，

多达 2375 人。然而，现实困境接踵而至，

因单亲、孕期、身体伤残或肩负家庭照料

重担等诸多缘由，约 40%的妇女被“困”在

家中，难以外出寻找工作，稳定收入的匮

乏，让她们的生活陷入阴霾。

面对这一难题，祥和苑社区于 2018 年

11 月成立了妇女手工编织互助小组，旨在

拓宽搬迁妇女的创业就业渠道，实现稳定

就业。

“我们社区有很多搬迁妇女因为各种

原因无法外出务工，生活比较困难。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决定成立这个合作

社，为她们提供一个就近就业的平台，让

她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改善

生活。”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

这一暖心之举，迅速赢得了拉萨市、

区扶贫办、妇联、团委及街道等多部门的

鼎力支持。区扶贫办立足社区实际，精准

施策，拨付 26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合作社

场地建设与配套设备采购，为合作社的茁

壮成长筑牢根基。

经悉心筹备，2021 年 5 月，合作社正式

投入运营，并牵手山南吾拉雅商贸有限公

司开启代加工合作模式。前期，合作社为

搬迁居民精心组织了为期 2 个月的岗前培

训，通过严格考核筛选，正式录用 21 名妇

女。她们很快尝到了勤劳致富的甜头，人

均基本收入超 6 千元，部分佼佼者月收入

高达 1.6 万元，为各自家庭撑起了一片经

济晴空。

社区工作人员欣慰地表示：“合作社

实实在在地给姐妹们带来了工作与高收

入，很多人靠这份工作养活全家，生活改

善显著。”

此 外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合 作 社 的 发 展

壮 大 ，祥 和 苑 社 区 多 措 并 举 ，积 极 扩 大

合作社规模。当下，社员已经扩招到 30

至 40 人 ，工 资 标 准 也 提 高 到 了 3500 元

至 6000 元。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合作社还将继续扩大规模，争取就业人

员过百人，为更多的搬迁妇女提供就业

机会。

居 住 在 祥 和 苑 的 易 地 搬 迁 群 众 达

宗，也是社区妇女手工编织合作社的一

名员工，当记者问到合作社对她的生活

带来哪些变化时，她笑着回答：“自从加

入 合 作 社 ，我 就 有 了 稳 定 的 工 作 和 收

入。现在，我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还能为

家里分担一些经济压力。而且，在这里

工作还能学到很多新技能，让我更有自

信面对未来。”

面对社区妇女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合

作意识淡薄、经营能力欠缺等问题，社区

与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通过现场培训、

技术讲座等多元形式，对合作社管理人员

及会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贴合实际、注

重实操，切实提升了妇女们的综合素质，

助力合作社迈向更高台阶。

不仅如此，祥和苑社区还计划将编织

合作社进一步扩建，并借鉴现代化品牌理

念，打造自身独有的品牌。通过培育消费

者自主品牌情感、树立消费信心、打造优

质品牌等措施，推动合作社走向更大的市

场主体，让更多的搬迁妇女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增收。

如今，祥和苑社区的妇女们用双手编

织着新生活的绚丽篇章。她们在实现自

我价值飞跃的同时，也为社区乡村振兴添

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合作社的持

续壮大，搬迁妇女们的致富之路必将越走

越宽广，迈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本报昌都电（记 者 贡秋曲

措）近日，贡觉县文旅局聚焦非

遗文化传承与保护，深挖非遗工

坊在文化传承、促进就业等领域

潜能，在相皮乡桑珠荣村民族手

工业孵化基地开展了一场非遗

文化遗产工作交流培训活动，为

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活力。

活动现场，来自 2 家非遗工

坊的 45 名学徒齐聚一堂。非遗

传 承 人 们 倾 囊 相 授 ，从 藏 香 制

作 的 香 料 调 配 、唐 卡 绘 画 的 色

彩 运 用 ，到 金 属 锻 造 的 火 候 拿

捏 ，细 致 讲 解 每 一 个 工 艺 细

节 。 学 员 们 沉 浸 其 中 ，一 边 认

真 聆 听 非 遗 发 展 的 历 史 脉 络 ，

一 边 上 手 实 操 刚 学 的 技 艺 ，学

习氛围热烈浓厚。

此 次 培 训 不 仅 让 古 老 的 藏

香 、唐 卡 、金 属 锻 造 技 艺 得 以

传 承 延 续 ，更 凸 显 了 非 遗 工 坊

在 就 业 领 域 的 独 特 优 势 。 它

打 破 了 传 统 就 业 的 空 间 束 缚 ，

让 居 民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实 现 就

业 增 收 ，众 多 参 训 学 员 有 望 成

为 推 动 贡 觉 县 非 遗 产 业 发 展

的 生 力 军 。 同 时 ，活 动 集 中 展

示 了 非 遗 工 坊 的 特 色 产 品 ，吸

引 外 界 关 注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

以 文 化 产 业 赋 能 乡 村 经 济 ，成

为 贡 觉 县 乡 村 振 兴 路 上 的 有

力 助 推 器 。

本报察隅电（记者 刘枫）为

进一步传承好地方特色非遗技

艺，推动僜人纺织技艺产业化转

型升级，以文化产业化带动乡村

振兴。近期，林芝市察隅县聚焦

僜人纺织技艺，精准发力，于深

圳开启了一场为期 10 天、以“智

韵匠心·效能跃升”为主题的研

修之旅，旨在推动这一古老技艺

的产业化转型升级。

此次研修班共有 13 名僜人

纺 织 技 艺 从 业 人 员（含 工 作 人

员）参加培训。培训形式多元融

合，专题讲座上，专家学者深入

剖析当下民族纺织在科技应用、

产业化布局上的前沿动态，为学

员们拨云见日；走进门店、穿梭

工厂，实地观摩让大家直观领略

现代纺织的高效流程与创新设

计；实操环节，则让学员们得以

亲手将所学理论落地，在经纬交

织中探索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

丰富且实用的课程，如一场及时

雨，润泽了学员们的创新心田。

他们不仅拓宽了视野，明晰了民

族手工艺在现代市场的无限可

能，更被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

思维。

学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研

修 活 动 ，进 一 步 激 发 了 创 新 思

维，了解了民族手工艺的发展前

沿，收获良多、获益匪浅，希望以

后有更多机会参与相关培训学

习，用实际行动把僜人纺织技艺

传承好、发扬好，以身作则培养

更多技艺工匠，推动非遗文化产

业化，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

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巴宜电（记 者 索朗旺

久 通 讯 员 谢森 杨艳文）在 林

芝 市 巴 宜 区 林 芝 镇 卡 斯 木 村 ，

有一家氆氇传统手工妇女合作

社 ，至 今 已 走 过 十 个 春 秋 。 十

年间，它屡获殊荣，先后被西藏

自 治 区 妇 联 授 予“ 高 原 造 物 卡

斯木村手艺工坊”称号，还被巴

宜 区 挂 牌 为“ 巾 帼 传 统 氆 氇 加

工传习基地”。

回 首 2014 年 ，时 任 村 委 会

主 任 兼 妇 女 主 任 的 桑 吉 措 姆 ，

带 头 组 织 起 26 名 妇 女 ，成 立 了

这 家 合 作 社 ，并 无 私 地 将 自 家

200 多 平 方 米 的 宅 基 地 捐 献 出

来 ，用 以 建 设 氆 氇 加 工 坊 。 合

作 社 里 ，氆 氇 编 织 工 艺 大 放 异

彩，产品从常见的日常服饰，不

断拓展到蕴含巧思的文化创意

产品、时尚手包等，氆氇手工艺

品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在 2024

年度林芝市“档案文创，史画林

芝”大赛中，其产品更是荣获二

等 奖 。 如 今 ，这 些 精 美 物 件 已

走出西藏，先后销往北京、上海

等地，市场越拓越宽。

卡 斯 木 村 的 氆 氇 传 统 手 工

妇 女 合 作 社 ，用 一 针 一 线“ 织 ”

就了村民们的幸福路。带头人

桑 吉 措 姆 和 她 的“ 姐 妹 们 ”，靠

着这门手艺，生活有了奔头，腰

包也越来越鼓。自合作社成立

以 来 ，已 吸 纳 29 名 妇 女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创 业 就 业 ，累 计 制 作 手

工艺品超 1 万件，还集中举办产

品创作技能培训班与现场展销

活动 100 多场次。单是 2024 年，

合 作 社 订 单 不 断 ，销 售 额 就 突

破了 60 万元，人均增收 10000 元

以上，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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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贡觉县

开展非遗文化遗产工作交流培训活动

林芝市察隅县

举办僜人纺织技艺研修班

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卡斯木村

让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就业

巧手绘就幸福生活新画卷
—拉萨市祥和苑社区见闻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卓番林·措瓦：

一针一线守初心 一丝一缕绣传承
文/图 本报记者 赵越

那曲市色尼区古露镇群众措吉卓嘎从小学习手工编织技术，在那

曲市前两届“乡村振兴 那曲奋进”活动中，措吉卓嘎和妹妹获得编织技

艺市级第一名。现姐妹俩成立了手工技艺合作社，带领全村 23 名妇女

增收致富，实现年人均增收上万元。

图为那曲市色尼区古露镇群众措吉卓嘎正在编织手工艺品。

本报记者 万靖 摄

图为林芝真巴工坊。

在拉萨八廓南街，一座建于 19 世纪

初的藏式石木结构大院——夏扎大院静

静矗立。它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建

筑精美、是唐卡艺术的传承之地，如今更

成 为 西 藏 民 族 手 工 艺 品 绽 放 光 芒 的 舞

台。近日，凝聚着无数西藏民族手工艺

人智慧结晶的“卓番林·措瓦”正式入驻

此地，开启了一段关于匠心、传承与创新

的传奇之旅，吸引着人们走进大院，聆听

那些温暖且动人的故事。

助力女性发展

早 在 2020 年 ，卓 番 林 就 在 拉 萨 挂

牌 成 立 了 首 家“ 阿 佳 学 堂 +社 区 工 厂 +

乡村工坊”，迈出助力本地女性发展的

关 键 一 步 。“ 阿 佳 ”在 藏 语 里 是 姐 姐 之

意，这个饱含温情的命名，透露着对女

性 群 体 的 关 怀 。 卓 番 林 负 责 人 卓 玛 介

绍 道 ：“ 设 立‘ 阿 佳 学 堂 +社 区 工 厂 ’的

初衷是紧紧围绕女性就业需求，变‘输

血’为‘造血’，让女性实现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

工 坊 以 独 特 的 运 作 模 式 ，为 本 地

女 性 撑 起 一 片 天 。 一 方 面 ，手 工 艺 人

下乡培训，将技艺的火种播撒到乡村；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合作、提供手工艺

品订单，累计为 300 多名女性带来就业

契 机 ，并 与 上 百 名 社 区 及 农 牧 民 女 性

签 下 长 期 合 同 。 截 至 目 前 ，工 坊 已 成

功 推 出 涵 盖 十 二 生 肖 玩 偶 系 列 、精 致

编 织 品 、特 色 皮 具 、精 美 银 器 、创 意 挂

件 以 及 传 统 藏 毯 等 在 内 的 多 元 化 产

品，总数超过 380 件。

“阿佳学堂+卓番林社区工坊”通过

培养本地女性的创造力，唤醒女性自信

心，利用女性力量给企业带来生命力，从

而打造“家门口”的工作坊，实现女性发

展的社会价值。巴措、桑吉卓玛、白玛曲

珍三姐妹，于 2008 年在卓番林接受民族

手工艺品制作技能培训后，成为卓番林

“元老级”手艺人，也结下深厚友谊。20

多年来，她们始终如一地从卓番林接收

订单，将原材料带回家中，在闲暇之余凭

手工精心制作。这些作品随后再由卓番

林统一回购，并迅速上架销售。有些十

二生肖的玩偶，制作工序繁复，即便经验

丰富的手工艺人，也需耗费整整两天，一

针一线方能缝制完成。巴措笑着说：“收

入挺可观，高峰期一个月能近 2 万元，真

庆幸参加了培训！”

提升就业技能

2018 年 6 月 18 日，西藏首个高海拔

生态搬迁项目落地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

荣乡嘎冲村。那曲市尼玛县荣玛乡加玲

加东村和藏曲村的 262 户、1102 人迁至

此处。

在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局以及自治

区妇联的大力支持下，卓番林为两村搬

迁到拉萨的妇女提供了宝贵的民族手工

艺品制作技能培训，并成立了荣玛乡易

地搬迁点工坊。“经过 3 年、7 期的孵化，工

坊既帮阿佳们实现家庭增收，又护住了

传统手工艺的薪火。”卓番林生产主管益

西卓玛介绍。

今年 49 岁的石秀便是其中受益者，

在搬来拉萨居住前，一边放牧一边照料

着家庭，她对缝纫技艺的认识仅限于草

原 上 的 那 一 顶 顶 黑 帐 篷 。 参 加 卓 番 林

的技能培训后，她不仅学会了使用缝纫

机，还学会了刺绣。当然，新技能的学

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她也曾为了画不

好一个图案而懊恼，也曾为了掌握不了

一个针法而反复练习。现在，石秀已经

成为工坊 40 多名成员中的佼佼者。据

悉，一位技艺娴熟的手工艺人每个月的

收入能达到 4000 元左右，刚入门者也有

1000 元左右。

从林芝墨脱村到珠峰脚下定日县珠

峰工坊，再到易地搬迁点，卓番林已开

展 100 多场手工技能培训，覆盖人群达

2000 多 人 ，500 多 位 农 牧 民 女 性 入 选 手

工艺人库。

促进传承创新

走 进 夏 扎 大 院 的 卓 番 林·措 瓦 店 ，

琳 琅 满 目 的 手 工 艺 品 令 人 目 不 暇 接 。

从细节满满的玩偶到织艺精湛的藏毯，

从 匠 心 独 运 的 手 工 编 织 包 包 到 别 具 一

格的民族饰品，无一不是手工艺人心血

凝聚。卓玛介绍，卓番林·措瓦力求融

合传统与现代，用饱含情感的产品，传

承精湛技艺，让西藏手工艺融入家庭温

馨记忆。

夏扎大院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首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点，

建筑古朴韵味与手工艺人精湛技艺相得

益彰。对于卓番林选择入驻卓玛直言：

“提升曝光度是关键考量，在这古建大院

‘邂逅’传统手工艺，能吸引更多游客目

光，吸引他们探索西藏传统手工艺的独

特魅力。”

工 坊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未 来 卓 番

林 将 依 托 旗 下 系 列 工 坊 ，继 续 深 耕 西

藏 传 统 手 工 艺 推 广 ，为 手 工 艺 人 拓 宽

发 展 之 路 ，提 供 多 元 成 长 机 遇 与 坚 实

生 活 保 障 ，让 藏 地 手 工 艺 在 传 承 创 新

中熠熠生辉。

图为顾客正在店内选购产品。

图为手工艺人在夏扎大院展示技艺与产品图为手工艺人在夏扎大院展示技艺与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