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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曦赵曦

彩色丝线随针在绸布上轻轻飞跃，妇女
们微笑着，或互相交流刺绣技法，或细心倾
听老师讲解……2 个多小时后，一个个栩栩
如生的手工绣品挂件成型。

“长短针的针脚不能太拥挤，否则压线
的时候就会没有层次感。”“放松心情，让
针线轻松走起来，作品才有灵动感。”11 月
10 日，“扎斯勒”手工艺品传承人徐福玲和
刺绣老师们早早来到妇女特色手工技能
培训现场，耐心指导 40 多位妇女制作手工
艺品。

“从 2012 年至今，我们开展培训近百
次，有千余名妇女姐妹跟着学技艺，增加家
庭收入。特别是近年来，内蒙古博物院为妇
女提供销售平台，已经帮助 200多名妇女增
收。”徐福玲说，“10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三级妇联连续支持我们
的妇女创业项目，不遗余力在经费支持、技
能服务等方面给予帮助。下一步，我们还要
提升技能、拓宽销售平台……争取让妇女姐
妹幸福之路越走越宽敞。”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为提升广
大妇女的幸福感，不断通过项目支持、资金
扶持、技能培训等提升妇女姐妹的技能，帮
助大家创业就业，实现人生价值。仅 2024
年，全区各级妇联通过线上线下模式开展
妇女特色手工提质技能培训，培训妇女近 3
万人。

3万名妇女参加培训学技能

□本报记者 柴思源

每场比赛，内蒙古网球小将王嘉怡都
习惯早早来到球场边等候，即使到达赛场
时工作人员仍在整理场地，她也不放过每
分每秒，抓紧时间沿着球场边线进行步法
练习……

今年 10月 27日收官的中国网球巡回赛
中建西南院网球公开赛中，王嘉怡作为女单
1 号种子参加了女单、女双比赛，收获女单
冠军、女双亚军。

这 场 胜 利 让 王 嘉 怡 实 现 了 今 年
CTA500 赛事女单三连冠，并刷新中国网球
巡回赛历史，成为首位五次捧起 CTA500赛
事女单冠军的球员。目前，王嘉怡以 1720
分位居 CTA TOUR 积分榜第二名，在中国
网球巡回赛的历练为王嘉怡迈向国际职业
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9年，刚刚开始打比赛的王嘉怡初露
锋芒。“王嘉怡在 2019 年中国青少年耐克杯
网球总决赛 U12比赛中摘得了女单亚军，获
得代表中国赴美国参加世界青少年网球最
高水平赛事埃迪荷杯正选赛的资格。其实
12 岁才开始打比赛是起步比较晚的，不过
那年她在分站赛阶段就拿下了几个冠军，
成了大家眼中实实在在的黑马。”王嘉怡的
母亲说。

在 1 个多月的埃迪荷杯比赛中，王嘉怡
经受住了残酷的单淘汰赛制，从一众世界顶
尖青少年网球运动员中脱颖而出，拿到双打
亚军和女单第 5名。

开始参加 CTA500 赛事以来，王嘉怡没
有缺席任何一站比赛。王嘉怡说：“我觉得
中国网球巡回赛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平台，因为它打通了职业与业余之间的壁
垒，所以我在 CTA500 赛事打出成绩之后，
有机会到 CTA800 赛事与职业球员切磋。
职业球员往往技术更加全面、更加细腻，心
态也更加成熟，与她们交手对我的球技提升
很有帮助。希望我能够再接再厉，争取多参
加 更 高 级 别 的 比 赛 ，期 待 有 一 天 站 上
CTA1000的赛场。”

技术全面，心态沉稳——这是王嘉怡在
赛场上展现出的比赛气质。在底线平击相
持中，时不时挑起上旋高球改变场上节奏，
或是放个小球将对手从底线调动到前场，丰
富的武器库加上不急不躁的心态，让人们对
这位 17岁小将的未来充满期待。

王嘉怡说：“我从 5岁开始接触网球，10
岁左右接受系统的训练。虽然训练很辛苦，
各地征战也很劳碌，但我很热爱网球，所以
再苦再累我也能够坚持下去。”

网球女将王嘉怡屡创佳绩

◎北疆巾帼在行动

学员展示手工作品。
本报记者 赵曦 摄

““忠义关公忠义关公””面塑面塑。。

““面人邱面人邱””巧手做花馍带动致富巧手做花馍带动致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鲍庆胜鲍庆胜 通讯员通讯员 雪洁雪洁

籽籽同心籽籽同心 石石榴花开耀北疆榴花开耀北疆
□□本报记者 赵曦

一方空地，几个板凳，大家围坐
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讲政策、谈感
悟、话收获……

前不久，牙克石市文化馆老年大
学舞蹈三班“广场舞”妇女微家姐妹
开展了 10分钟“小板凳”“巾帼大学
习”理论宣讲。“10分钟‘小板凳’宣讲
形式活泼、语言生动，由灌输式组织
群众听变成了互动式到群众中去，形
式改变了，我们更喜欢听了，对党的
民族政策理解得更透彻，更加激发我
们的干劲儿。”妇女姐妹们纷纷表示。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妇联打造“石
榴花开耀北疆”品牌的宣讲活动之
一。今年以来，内蒙古各级妇联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引领妇女筑牢信仰之基，激发姐妹凝
聚巾帼之力，助力完成好内蒙古两件
大事，带动妇女姐妹在新征程上奋进
出彩。

伴着夜晚柔和灯光，赤峰市妇联萨力巴乡
“炕头”宣讲小分队与村民们围坐一处，通过
“拉家常”方式，把理论讲明、把政策讲透。

村民王大爷说：“自从有了‘炕头’讲堂，我
感到大家的心更近了，大家聚在一起，总商量
着一起干点事儿，为国家出点力。”

萨力巴乡“炕头”宣讲旨在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村民构建心灵相
通、和谐共融的幸福家园。朴实的宣讲方式
实现了“深入一家、带动一户、影响一片”的
效果，推动了理论宣讲在基层的扎根、发展
与繁荣。

学之愈深，知之俞明，行之愈笃。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对

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

新时代新征程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高质量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要求各级妇联要将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会学好学懂，履行
好政治职责，深化巾帼心向党引领行动，增强
妇女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包头市妇联自 2022 年起，重点培育打造
“思想引领扩音器”项目，逐渐形成“习近平用
典讲习会”的讲、“家国直通车”的谈和“女主人
聊家风”的聊，三力合一，进一步凝聚妇女姐妹
与党同心同行共识。今年以来，包头市妇联

“思想引领扩音器”项目组织开展宣讲活动
1100多场次，受益人群达5.6万人次。

小院中、凉亭下、景区里、国门旁……一堂

堂行走式、家常式、互动式的巾帼微课，接地
气、冒热气、聚人气。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妇联深入推进“十
百千万”北疆巾帼大宣讲，完善巾帼宣讲团建
设，通过行走的“课堂+”模式将理论政策、民族
团结、先进典型等宣传融入各项服务和工作
中，让妇女共筑石榴情，同心守边疆。

“巾帼大宣讲”声声入耳，坚定千万姐妹理
想信念，万余场“巾帼大宣讲”创新实践，场场
热烈，把创新思想的伟力凝聚成妇女姐妹干事
创业的奋进动能。

元旦、春节、妇女节、家庭日、儿童节、国庆
节……利用每个节日节点，全区妇联用创意行
动，汇聚团结巾帼力量，激励广大妇女将实现
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

筑牢信仰之基 凝聚与党同心同行共识

“我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
负死，我的梦就是绿色的梦。这几年，我觉得
自己就是沙漠里的一棵大树，不怕风吹，也不
怕日晒。”风拂过“治沙劳模”殷玉珍的脸颊，她
坚定地说。

转眼 40 年，殷玉珍和家人共计造林 7 万
亩，她用汗水和泪水，让毛乌素变成了金乌素、
绿乌素。

治沙的过程中，殷玉珍也尝到了生态利好
带来的甜头。她不仅拥有了500亩生态园，还
在生态园内种上了小米、玉米、白菜等杂粮及
果蔬。沙漠里曾难以产出的水果庄稼被一一
种活，小米、樱桃、玫瑰……“殷玉珍家庭林场”
的整体年收入达到了100多万元。

她带动周边村民积极治沙种树，涌现出

240多户3000亩以上的造林大户，村民收入大
幅提升，日子越来越好。

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同进步。内蒙古各
级妇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
断引领妇女抓实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就业创
业、生态文明、维权关爱、生命健康六项巾帼行
动，激发巾帼干事创业激情。

近年来，内蒙古12个盟市“北疆巾慧”产业
联盟的文创产品200余件（套）走进北上广等地，
展示内蒙古女性独特的创新能力和时尚感。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在全区实施“北疆布丝瑰创业
就业行动”项目，创建“北疆巾慧”品牌，建立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疆布丝瑰就业创业
基地18个，通过产业联盟、校企合作等举措，强

化品牌化意识，引领带动广大妇女通过服装服
饰、文创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增收致富。

截至目前，培训妇女7.28万余人，带动 5.3
万名妇女就业，直接受益3.3万人次，间接受益
3万人次。

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有的是干练周
到、乐于助人的快递员，用速度与温情送达每
一件包裹；有的是细致照料、无微不至的护理
人员，用贴心与专业关怀每一位患者；有的是
拾金不昧、热心公益的网约车司机，用热情与
善良守护每一段行程；还有的是走出困境的网
络主播、创业团队的领头人……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新时代女性尽展才
华、尽显担当，正不断用“她”力量，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谱写新时代“半边天”的绚丽华章。

信念引领行动 激励北疆姐妹奋勇前行

殷玉珍翻越沙丘去种树。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供图）

呼伦贝尔市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河右岸额尔古纳河右岸

““ 行 走 的 巾 帼 大行 走 的 巾 帼 大
讲堂讲堂””宣讲现场宣讲现场。。

“祥龙”面塑。

“捏面人，眉眼描摹最为关键。”面塑艺
人邱雅新说。

邱雅新右手持塑料“刀片”，在面团上
蜿蜒游走，尽显人物一颦一蹙。最后，她拿
一根铁丝缠出人物高度，制出特定造型，在
面人上点缀上五彩水粉，威风凛凛的关公
形象跃然手中。

邱雅新是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双合兴
村人，面塑小店位于麦新镇双合兴村一个
大院里。

“这边是福禄寿喜组合、那边是连年有余
组合……”每当有人参观，邱雅新都会向参观
者介绍面塑作品，讲述她与面塑的故事。

邱雅新自幼受姥姥、妈妈的影响，早在
7 岁时就开始跟着大人捏一些面人、面鱼，

耳濡目染中她喜欢上了“捏面人”这项手工
技艺。

她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姥姥都要做
应时花馍，清明节捏“莲花”、八月十五捏

“月饼”、九月九捏“寿桃”。亲戚邻居家有
老人过寿、孩子过满月也会请姥姥做寿桃、
做面锁，姥姥又把这门手艺传授给了邱雅
新的妈妈。

她非常喜欢看妈妈制作花馍，看着看
着就想亲手做一做。兴趣支撑着她做这件
事情，一路走来，她觉得有责任来传承这项
技艺。

“姥姥和母亲将花馍手艺传到我手中，
我不能只是简单地捏花馍，要把花馍做得
更有艺术性和文化性。”邱雅新说。

今年 4月，邱雅新来
到山东淄博金茂职业学
院，见到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花饽饽第五代传承
人杨京章校长。邱雅新
表明来意后，杨校长带
她参观了面塑作品。她
近距离观看作品，感觉到这些作品散发着
浓郁的文化气息，更具观赏性。

她经过几个月专业系统的学习，完整
传承了面塑手艺。现在，邱雅新面塑技艺

已趋于成熟，面塑作品多次获奖。
邱雅新所在的麦新镇是市级非遗特色

乡镇，这里不仅有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还
打造了以柳编、粘豆包等“指尖上的产品”
为代表的非遗品牌，培养了一批“指尖技
艺”从业者，打造可持续、可复制的农文旅
融合发展有效模式。

问起她的发展思路，邱雅新毫不迟疑
地说：“政府给我们搭建了发展平台，我们
有信心能干好！”

她建立起加工厂，带动了村里妇女跟
她一起从事花馍面塑制作，加入民间手工
产业“指尖致富”。

“花馍面塑作品，市场上销售得挺紧
俏。逢年过节，老人过寿，小孩满月，婚丧
嫁娶或献奠祖先，都可买来作为赠送礼品
和祭祀供品。”邱雅新逐一介绍陈列的面塑
作品，一边说，“现在我们许多作品都是通
过网络售卖的，边捏边卖，今年 4 月到现
在，光花馍就卖出去 450 份，算下来能赚 5
万元。”

她说：“一门技艺要先生存才能传承，
我们会紧跟时代步伐，用好互联网平台，去
创作一些符合我们麦新镇特色的作品，将
自己的技艺传授给更多的人，让面塑技艺
真正成为‘指尖经济’。”

邱雅新邱雅新（（左三左三））正在给学员教授面塑课程正在给学员教授面塑课程。。

◎靓影

◎她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