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非物质文化，展现非遗文化魅力——
在湟中区鲁沙尔镇迎宾路，有这样一座院
落，走进这方天地，处处能感受到非遗文化
的魅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非遗小院，听听
非遗小院里的故事。

非遗小院是传承者的聚集地非遗小院是传承者的聚集地

推开门，一座幽雅的二层小楼映入眼
帘，长桌圆凳、文创摆设……古朴和现代，民
俗与时尚在此交融。

“我们和武汉大学建立了横向合作，他们
给我们出设计图、设计稿，现在我们纺织品的
底层要改成布层，这样可以实现洗涤……”循
着声音见到非遗小院负责人柳晴雯时，她正
在给绣娘们分享她的武汉之行。

前几日，柳晴雯带着小院绣娘们的作品
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锦绣长江”非遗展后，
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

“非遗小院”是青海非遗生活馆设立在
西宁市湟中区的非遗研学、体验基地，这是
一个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湟中堆绣非
遗传承人工作室、堆绣制作间、展览馆、文创
展示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文化场所。

来到非遗小院，一定要去见一见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湟中堆绣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乔应菊。记者一行走进她的工作室时，
她正在认真地创作新的文创产品。

“现在我做的是布艺，一个花瓶放一束
花，这里有三四种花，这个是格桑花、这个是
月季、这个是马蹄莲，这些都是一种堆绣的
创新产品——立体堆绣。堆绣一般是装框，
或者放在盘子里，我试着让传统的堆绣‘站’
起来，做成立体的。”乔应菊边制作花瓣边和
记者聊了起来。

在乔应菊看来，湟中堆绣不仅是手艺，
更是传承千百年的文化。虽然产品在不断
创新，但是手艺一直在守正。她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做的文创产品，内容是现代的，不
过做工还是传统做法，传统技艺一定不能
丢。”

非遗小院把非遗小院把““指尖技艺指尖技艺””变成变成““指尖经济指尖经济””

非遗小院的负责人柳晴雯就是乔应菊
的女儿，从小受母亲熏陶她对湟中堆绣很感
兴趣。2017年，她和母亲创办湟中锦绣轩艺
术传播有限公司，专注于湟中堆绣的传承保
护和创新发展。

2019年，母女俩以“公司+工坊+农户”的
运行方式在湟中区成立扶贫工坊，通过专业
技能培训，灵活派发工作任务，订单式管理
的方式，实现工坊绣娘就业增收。

“刚开始不知道为乡村振兴能做些什
么，后来经过乡村调研，我觉得可以用我们
的堆绣把‘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让这
种‘炕头经济’和百姓的生活相结合，这在村

里有很好的正向影响力。”柳晴雯说。
在带动农村妇女发展的进程中，柳晴雯

同时高度重视堆绣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技
能人才的培养。2021 年，她精心组建了“湟
中堆绣创意研发团队”，团队齐心协力研发
出多达120件以“堆绣”为核心元素的文创产
品。柳晴雯带着这些凝聚心血的作品，不辞
辛劳地奔波于大江南北，积极参加各类活
动，使得湟中堆绣的名声逐渐走出湟中，为
更多人所知。

不仅如此，柳晴雯还建立了绣娘人才梯
队培养模式。在这个模式的运作下，目前已
经培养出19名固定的精工绣娘。

绣娘宋生艳就是其中的一员，她跟随乔
应菊学习堆绣已有3年，来到这个小院也有1
年了。如今的她，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堆
绣作品，并且通过自己的手艺增加了收入。
她满含憧憬地告诉记者：“我的努力目标就
是要做出像乔应菊老师那样精美的作品，让
堆绣这门技艺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发扬光
大。”

非遗小院让更多非遗有了非遗小院让更多非遗有了““烟火气烟火气””

有了思路，就有了目标。非遗技艺若要
实现有效的转化，创新是关键所在，这不仅
包括技艺层面的革新，更涵盖观念上的突
破。

“我刚开始把传承堆绣当作自己事业的
时候，发现很多游客虽然知道这是堆绣，但
他们参观的时候往往只是走马观花，游客与
堆绣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无法
产生更深层次的联系。我参加过许多展会，
深切感受到大家对堆绣的了解实在太少。
于是我就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真
正认识堆绣呢？我们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
法，最终我和我的团队决定开发堆绣研学课
程，也正因如此，我们的非遗小院应运而

生。”多年的创业磨砺，让柳晴雯对于如何更
好地传承保护非遗技艺有了全新的认识和
独特的想法。

非遗小院最大的亮点是将非遗融入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推出改良款手工制
作，使大众能够近距离感受非遗传统的迷人
魅力。

据了解，自非遗小院开放以来，已经接
待了5700多名游客前来体验、研学。

“体验和研学实际上是我们非遗活态传
承的重要方式，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非
物质文化遗产变得可亲近，让大家都能体验
到、感受到，从中获得参与感和满足感，从而
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非遗、了解非遗，领略
非遗独特的魅力。”柳晴雯望着小院，眼神中
满是自信。

非遗小院里的故事还在继续非遗小院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湟中区，更多故事都与非遗紧密相
连。

近年来，湟中区不断加大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的力度，始终秉持非遗“见人
见物见生活”的传承理念，积极推动非遗进
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非遗文化
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下去”且“火起来”。
截至目前，湟中区已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多达 139 项，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有 6
项，省级非遗项目20项，市级非遗项目16项，
区级非遗项目97项，并且拥有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146人。

（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俞惠珍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衣凯玥）近日，第三届公共
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全国赛在四川省宜
宾市举办。大赛以“科学职业指导 精准就业
服务”为主题，开展了优秀就业服务项目、成
果、案例等评选工作。最终西宁市城北区申
报的“城北区农民创业城服务驿站——美团
骑手培训班”获优秀就业服务项目三等奖，

“优化‘零工市场’就业服务激发就业新活
力”获优秀就业服务案例三等奖。

为提升新业态行业从业者技能素质，
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及就业稳定性。城北区

结合美团骑手技能短板及发展需要，依托
城北区农民创业城组织开展美团骑手技能
培训班，从交通安全知识、服务规范与礼
仪、美团软件与设备操作等 6 个方面提供
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培训课程，切实帮助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升技能水平。目前，
美团骑手技能培训班已成功举办 4 期，累
计为 190 名美团骑手提供定制化、多样化
的培训服务。同时，为进一步整合辖区零
散务工人员资源，扎实推动形成由“散”到

“聚”的“零工之家”。城北区在现有城北区

农民创业城规范化运行的基础上，挂牌城
北区“零工市场”，为零工群体提供政策咨
询、信息发布、求职登记、职业介绍、就业培
训、创业指导等“全链条”就业服务。同时，
充分结合零散务工人员日常需求，设立零
工就业爱心驿站，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与服
务功能，提升就业服务温度。目前，“零工
市场”已累计登记用工需求岗位 1200 余
个、求职者 2600 余人，达成用工意向 400 余
人，涉及建筑装修、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
行业。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今年大通县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保障性住房的方
针政策，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租房管理水
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中低收入家
庭住房困难，满足困难群众居住需求。

据了解，该县对全县 2267 户公租房承
租家庭进行线上线下全面核查。对全县所
有公租房承租户家庭人员名下不动产登记
信息、是否正常居住等保障情况进行全面
核查，同时整合数据核查比对、依法依规解
约清退等措施，依规进行公租房转租出借

清退查处。同时，对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
障条件的低保户、五保户、特困户等住房困
难群体前期资格审核、公示，根据保障对象
的支付能力和住房困难程度，实行分层及
差别化的租金政策发放租赁补贴，切实减
轻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负担。截至目前，租
赁补贴已发放 2359 户，累计发放 1952.423
万元。为全县 2261 户公共租赁申请人员
建立“一户一档”，并录入公租房管理信息
系统，实行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双重管理、
动态管理，做到人档一致、户档一致、人户

一致，户网一致。
此外，对闲置资产通过出售一批、拍卖

一批、调拨一批、盘活一批，有效盘活闲置资
产。截至目前，有效处置资产 36 套、创效
1448.36 万元，有效盘活资产 323 套、创效
176.68万元。着力解决规定对象阶段性居住
困难，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在符合公共租赁
住房申请家庭应保尽保的情况下，将东部新
城公租房不定期面向社会无房群体公开租
赁。截至目前，已解决146户无房户群体住
房问题。

本报讯（记者 晴空）今年以来，湟源
县不断健全县、乡镇、村、社四级河湖长体
系，建立完善跨部门联合、跨区域联动等
机制，制定印发《湟源县“河湖长+生态警
长”联防联控机制工作方案》，与湟中区、
海晏县、贵德县周边县区签订跨界河流联
防联控联治合作协议，形成了河湖生态保
护工作合力。

全县充分发挥“河湖长+林草长”
“河 湖 长 + 检 察 长 ”“河 湖 长 + 生 态 警
长”等联动机制，有力推动申中乡三湾
沟“乱堆”、和平乡药水河“乱建”、日月
乡寺滩河临河养殖等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县级河湖长以上率下定期巡河，
基层河湖长常态化规范化巡河护河，
今年以来，县乡村社四级河湖长累计
巡河 8413 次，上传整改问题 29 项，清理
垃圾 220 余吨，河湖长履职尽责不断发
力，主动巡查意识持续增强，湟水河出
境断面（扎麻隆）水质稳定达到Ⅲ类以
上。

开展了药水河等 5 条河流及大华水
库健康评估，完善了 26 条河流“一河一
策”方案目标任务分解，严格审批涉河建
设项目5项，着力解决河湖管理保护存在
的问题和隐患。把河湖治理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等融合发展统筹推进，以纵深推
进“清四乱”专项行动为抓手，2024年整治
整改河道四乱问题 19 处、水利部河湖遥
感问题图斑 84 个，进行增殖补偿放流鱼
苗 15 万尾。持续强化水污染防治，投资
5514万元，实施波航乡上泉尔村村内生活
污水支管网以工代赈建设等项目7项，提
升改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15 座，确保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稳定达标运行，
促进了河湖治理规范化常态化，河湖水体
明显好转。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健全服务制
度、完善大数据体系、构建快速响应机
制、拓展宣传载体……今年以来，城西
区各街道办事处积极发挥各自特色，紧
盯群众安家乐业、温饱冷暖，通过各种
实举措、好办法，实现为民服务常态化、
常在线。

在古城台街道，一组低保动态管理数
据，为街道开展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今
年该街道不断强化低保日常规范化管理，
深入开展民政为民暖心行动，真查核实低
保对象，依托“大数据+铁脚板”，全口径
摸排辖区居民 1555 户 3032 人，切实做到
应保尽保。依托大数据平台，今年街道共
保障低保、特困供养、低保边缘家庭等各
类困难群体84户112人。持续深化爱老
幸福食堂扩面提质增效行动，8家幸福食
堂均正常开放，累计为老人供餐 15 万余
次，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进一步加大困
境儿童主动发现力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
困境儿童纳入保障范围，困境儿童的生
存、发展、安全权益得到保障。

始终聚焦服务可感可及、提质增
效，古城台街道以党建引领“有诉必应
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作为服务群众的
主要抓手，构建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
时反馈的工作新格局。将“12345”“西
宁评议”等作为倾听民意的重要渠道，
严格落实事前受理流转、事中办理反
馈、事后跟踪回访。通过构建“接、派、
办、答、回、盘”的六步闭环运行机制，围
绕养老服务、社会救助、小区管理等方
面及时召开分析研判会议，全力推动群
众诉求解决，年内协调解决楼院树木遮
挡阳光等急难愁盼问题 53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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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沙尔镇非遗小院里故事多
城西区各街道

精准出招办好民生实事

城北区：精准服务激发就业新活力

湟源县：健全完善机制
规范河湖管护

大通县切实提升公租房管理水平大通县切实提升公租房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