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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霏霏，走进尖扎县康杨镇城上
村文化大院，原本热闹的大院在秋雨的
洗礼下安静如斯，雨水打在瓦片上、树叶
上，滑落在地上，淅淅沥沥，滴滴答答。
一场由尖扎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县
文化馆承办的乡村振兴技能培训之青绣
培训班在这里火热开班。

在文化大院会议室内，十余名绣
娘正专注地创作着各自的作品，细细
的剁针牵引着彩色丝线在绣布上穿
梭，一针一线间，活灵活现的图案渐渐
显现：盛开的牡丹、出水的莲花、惟妙
惟肖的动物，银针轻舞，丝线摇曳，若
凝神静听，便可听到针牵着丝线穿过
底布的声音……“老师，这里配哪个红
色好？”“老师，莲花的叶子掺上还是平
针？”安静的会场内，不时传来掺杂着
青海方言的询问声。大家口中的老
师 ，正 是 培 训 的 刺 绣 技 艺 主 讲 马 秀
英。康杨镇河滩村村民马秀英，她从
小 喜 爱 刺 绣 ，在 康 杨 镇 一 带 小 有 名
气。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被誉
为“指尖芭蕾”的刺绣技艺重焕青春，
也让马秀英从一名刺绣技艺的非遗传
承人，发展成为拥有 600 名徒弟的技术
指导老师。

在40岁之前，马秀英一直把刺绣当
作爱好，从未想过要靠此做一番事业。
转变还得从 2008 年卖出的那件刺绣作
品说起。那几年，家家户户流行绣十字
绣。热衷于刺绣的她购买了一幅长 380
厘米、宽 80 厘米的《清明上河图》，白天
去地里干活，晚上回到家抽空绣，断断
续续花 5 年时间终于绣出成品。很快，
经朋友介绍《清明上河图》竟卖出了 35
万元的“天价”。这次成功的交易，让她
嗅到了刺绣行业的商机，也坚定了靠刺
绣创业的决心。正所谓学无止境，为了
让这门传统技艺得以更好地发展和传
承，马秀英不断改进针法、提升技艺，学
习吸收秦绣、苏绣等其他不同流派的刺
绣技艺。并于 2013 年成立了自己的合
作社，以“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形式，
收购绣娘们的刺绣产品，带动当地妇女
居家就业增收。

2018 年对她而言是个转折年，在
尖扎县政府的推动下，马秀英参加了
青海省乡村旅游暨扶贫产业启动大
会，第一次让刺绣作品走出了小作坊，
接受市场的考验。2015 年马秀英被聘
为青海省巾帼手工制品培训基地的刺
绣培训讲师。有了新身份干劲更足，

在县文化馆及妇联、残联、康杨镇政府
等部门的帮助与支持下，马秀英开始
在尖扎县康杨镇各村忙碌、穿梭，面向
农村富余劳动力、家境困难妇女、留守
妇女和残疾人，陆续开展传承发扬民
间刺绣技艺培训。截至目前，她已经
帮助康杨镇 14 个行政村的 600 名妇女
掌握了刺绣技艺，并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她不仅免费教学，还会去劝说大
家来学习。2020 年，马秀英创建的康
杨镇馨馨刺绣工坊入选青海省文化和
旅游厅、青海省扶贫开发局“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名录。2021 年她被认定为
黄南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尖扎
刺绣代表性传承人。

团扇、钥匙扣、手提包、帽子，但凡可
以运用于生活，马秀英无所不绣。“非遗
技艺与现代元素的结合，不仅是继承，更
为非遗文化注入了时尚的内涵，让非遗
传承也能‘潮’起来，吸引更多人关注。”
康杨镇河滩村村民马尕娘，从七八岁时
就看奶奶在家做刺绣，十几岁动手学做
刺绣。2017 年，她加入马秀英的青绣工
坊，凭借精湛的刺绣技艺，已成长为合作
社的得力干将。“这几年，农闲时节好多
媳妇忙着在家做针线活挣钱。一件绣品
卖出去，家里的零用钱就够了。”马尕娘
说。过去，刺绣对于农牧区妇女来说是
日常技艺，而如今，它已走出家门走向市
场。随着刺绣收入的改变，也悄然改变
了绣娘的生活和家庭地位。“还有一部分

残疾人在家里进行作品绣制，我们没有
规定时间，只要她们完成作品就可以拿
到合作社来，按件付费。”马秀英说，这种
方式可以确保多数人务农、务工两不误，
实现双收益，大部分居家灵活就业的绣
娘一年可以实现10000元的经济收入。

对于将来的发展，马秀英在两年前
就有了打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
的绣娘过上‘背着娃、绣着花、养着家’的
幸福生活。今后，我想扩大合作社的规
模，把展厅和绣房分开，设计研发更多刺
绣文创产品。用我们手里的针和线绣家
乡的美丽河山，绣我们的民俗文化，绣我
们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努力把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

（特约记者 马芝芬）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期，黄南州市县农
牧部门切实加强牲畜出栏出售，加快畜牧资源优势
转化为商品经济优势，尤其是农产品线上直销势头
强劲，河南县牲畜交易市场每天牲畜出栏最高峰值
达到1051头只。

据了解，黄南州依托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四届
四次、州委十三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的有利时机，
将今冬明春气象趋势作为重点宣传内容，切实提高
农牧民群众防灾保畜的意识，进一步加大牲畜出
栏。据行业部门统计，截至9月中旬全州累计出栏
各类牲畜 40.22 万头只（牛 17.18 万头、羊 23.04 万
只），完成年度指标的50.18%，预计11月10日左右
可全面完成80.15万头只的牲畜出栏任务。

州市县均出台了牛羊出栏补贴政策，优先发放
信贷资金，全面实施企业屠宰加工金融支持，加大
对出栏出售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的扶持和激励，
同时帮助农牧民群众算好经济账、生态账，分析养
殖效益，加快调整养殖结构，动员引导牧民多出栏、
快出栏。定期调度各市县牲畜出栏情况，夯实牲畜
出栏收购、贩运、屠宰、检疫防疫等环节的责任落细
落地，确保各环节重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联络
组织规模大、影响广、带动强涉农龙头企业、合作
社、种养大户、经纪人，利用天津滨海新区黄南特色
农畜产品销售体验馆、州内外特色农畜产品直销店
（窗口）和产地直销和直播“带货”等，农产品线上直
销势头强劲，河南县牲畜交易市场每天牲畜出栏最
高峰值达到1051头只。泽库县联合青海省种羊繁
育推广服务中心开展推广“泽库羊”行动，持续扩大
黄南州地方优势畜种的市场占有率。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海麟）黄南的秋
天，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渲染着大
地的丰收与喜悦。9月23日，是中国农民
丰收节。在这个季节，黄南各地的田野
被金黄的麦浪和油菜花海覆盖，它们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是大地母亲的一

颗颗璀璨的珠宝。庆丰收，促和美，黄南
的丰收节硕果累累。

秋天的早晨，大地被一层薄薄的霜
花覆盖，像是一群精灵在舞动。阳光洒
在这片大地上，似乎把一切都染成了温
暖的金色。农民迎着晨曦，带着希望，步
履稳健地走进田野。在秋天的田野里，
麦穗和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仿佛是大
自然的交响乐在回荡。农民手持镰刀，
面带微笑，汗水滴落在土地上，那是他们
对大地的敬仰与感激。秋收的时候，黄
南大地的各个村庄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每个人都在分享着丰收的喜悦，这种喜

悦如同阳光一般温暖，如同小麦一般甘
甜。无论老少，无论贫富，他们都在用自
己的方式庆祝着这个美好的季节。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是希望的季
节。在这个季节里，农民收获累累硕
果，也收获了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未来也将更加光
明 。 黄 南 的 秋 天 是 美 丽 的 ，是 欢 喜
的。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大地丰收，硕
果累累，人们欢歌笑语，庆祝丰收。让
我们一同欣赏这美丽的秋收画卷，感
受这大自然的馈赠和农民辛勤努力的
回报。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9月24日上午，黄南州
公安机关集中销毁非法危爆物品，进一步加强辖区
危险物品管理，全面消除社会面风险隐患。

为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中秋、国庆节期间全州
社会面安全稳定，黄南州公安局主要领导对“两节”
安保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主管领导亲自召开销
毁前期部署会，对危险爆炸物品进行集中销毁作出
具体要求。根据《公安机关处置爆炸物品工作安全
规范》，为保障销毁工作安全顺利，黄南州公安局会
同青海省民用爆破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科学制定销毁处置方案和预案，对运输路线、地点
周边区域反复勘查，划定安全警戒区域，对非法及
废旧危险爆炸物品逐一清点、造册，进行集中销毁，
有效净化社会环境。

此次共计销毁雷管3683枚、导火索804米、炸
药458.55公斤、黑火药4公斤、手榴弹5枚、人影弹2
枚、火箭弹1枚。销毁结束后民警组织安全员对销
毁现场进行了全面检查、清理，经确认现场所有危
险爆炸物品均被安全销毁。

今后，黄南州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将按照平安黄
南建设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社会面宣传工作，加大
宣传力度，大力宣传《青海省群众举报涉枪涉爆违
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青海省关于依法收缴非法
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
告》，提高群众参与度。同时，深化“五缴”措施，深
化“四区”查缴，深化“四场”清查，做到摸排、登记、
宣传“三同步”，切实消除群众上缴枪支后的安全顾
虑，全力消除枪爆潜在隐患，严防枪爆物品流向社
会造成现实危害。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日，黄南
州邮政管理局积极对接协调州总工会，
为全州符合条件的35名邮递员、快递员
及其直系家属争取到每人1000元的稳岗
纾困补贴资金，总计 12.3 万元的补贴已
全部发放到位。

据了解，黄南州邮政管理局针对行
业职工流动性强、企业用工难等问题，出

实招、谋实策，深入推进快递员权益保障
工作。全面安排部署。召开补贴资金发
放工作专题部署会，向企业负责人讲明
申报流程，梳理出符合补贴发放条件的
人员名单，建立专项台账。及时对接工
作。积极与黄南州总工会协调沟通，制
定稳岗纾困补贴发放实施细则，明确补
贴范围、补贴时间、发放标准、申请方式

等要求，明确补贴范围为黄南州邮政企
业、快递分支机构或末端网点一线从业
人员，实现补贴发放工作公开透明。加
强工作指导。安排专人负责，严格审核
职工个人资料和证件，组织开展快递员
集中答疑、集中登记，力争万无一失、不
落一人，确保每一笔专项补助资金都能
按时打入快递员们的个人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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