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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陆芬终于绣完绣架上的作品，这幅名为

“高铁梦”的作品，从设计到完工，她绣了一个

多月。

今年 3 月，王陆芬到北京参加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她提交了一份议

案，建议尽快修筑通往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州府的高铁。为了更形象地表达议案内容，

她设计绣制了“高铁梦”这幅作品，与议案一起

递交上去。

王陆芬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维摩

彝族乡，她所在的白沙坡村是个彝族聚居村。

在当地人的传统观念中，姑娘是否心灵手巧，

就看她的刺绣。王陆芬从小跟着外婆和母亲，

学得一手好手艺。十六岁那年，她的一幅绣品

被人花一百六十八元买走，这给了她极大的鼓

舞。这些年她在文山做水果生意，随时把绣花

绷子带在身边，得空就拿出来绣一绣。

2013 年，王陆芬从电视上看到，她从小学

习的彝绣就是节目中常讲的民族传统文化、非

物质文化遗产，便暗自在心里琢磨，怎样回白

沙坡村成立一个彝绣合作社，传承这门古老的

手艺，为乡亲们开辟一条新的脱贫致富路。

这事风险不小，一来没资金，二来没人做

过。王陆芬怕丈夫反对，一直没敢跟他说。

可事情搁在心里，总是时不时冒出头来。

几 番 欲 言 又 止 ，王 陆 芬 还 是 没 忍 住 告 诉 了

丈夫。

“你想做就大胆地去做！”

“可我创业需要资金啊……”

丈夫没再言语，把这几年做生意攒的三十

多万元积蓄全部给了她。丈夫这么支持，王陆

芬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三十多万，对一个农

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那是全部的家底啊！

二

要创业，靠一个人单打独斗不行。王陆芬

带着资金回到白沙坡村，开始寻找绣娘。她原

来熟悉的几个绣娘都外出打工了，打电话联

系，她们没一个人看好王陆芬的选择，都婉言

拒绝。有几个原来相处特别好的，反复劝王陆

芬，你两口子起早贪黑十几年，辛辛苦苦挣那

点钱不容易，你别拿血汗钱打水漂。还有朋友

直接打电话给王陆芬的丈夫，让他赶紧劝阻

她，别去冒这个险。

王陆芬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一个愿意

加入合作社的绣娘。想来想去，她决定降低标

准——先找稍有基础的，对她们进行培训；同

时，花费二十万元，建起一个传习馆、一个陈列

室，做宣传展示。可村里人还是不看好王陆芬

的项目，有点基础的都不愿跟她干。

王陆芬不死心，苦口婆心一个一个动员。

到后来，她继续降低标准，不懂刺绣的也要，只

要愿意干，她就愿意教。本村的找不够，她又

到别的村去找。终于凑够了十六个人，华韵刺

绣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十六个绣娘，都是四五十岁的妇女，上有

老下有小，很难同时凑到一起。王陆芬就根据

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分时段培训她们，经常熬

到深夜一两点。培训完一轮，花了三个多月。

王陆芬开始把活儿分派给她们，让她们拿

回家里做。抽空一看，有的绣娘技术差，有的

绣娘不认真。王陆芬性子急，抱怨几句，有的

绣娘就撂下绷子，不愿继续再做了。王陆芬只

得跟她们说好话，赔不是。

一开始王陆芬没经验，拿来一些老刺绣做

样品，让绣娘们照着绣。绣是绣出来了，却卖

不出去，客户看看，都摇摇头走了，说：“你这产

品不行，太老套，得重新设计。”

那段时间，王陆芬心里沉甸甸的。重新设

计，我哪有那水平？可仔细想想，谁也不是天

生就会的，没水平我可以学呀！王陆芬找来资

料，开始自己琢磨。忙活了一个多月，她自己

设计的绣品还是没人要。

干了那么长时间，一分钱收入没有，村里

开始有些风言风语，一些绣娘也灰心了，要退

出合作社。有个绣娘经不住别人的嘲笑，一气

之下把绣花绷子砍了，还有绣娘干脆把绷子和

绣片一起扔火里烧了。

王陆芬急了，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如

果散了，那她的创业也算完了，这条脱贫致富

路也走不通了。

三

县委宣传部主管文化产业开发的领导听

说了这件事，了解到王陆芬遇到的困难，专程

来看望她，鼓励她带绣娘出去学习学习。一行

人来到楚雄、大理、腾冲参观学习，大开眼界。

人家的刺绣，不拘一格，设计上吸收了多民族

风格和现代元素，销路非常广。

回来之后，王陆芬开始在县里寻访绣娘，

拜她们为师，向她们学习不同的技艺。得知杭

州要举办一个全国性的优秀刺绣作品展，王陆

芬挑选了几件作品，报名参展。

不比不知道。杭州展出的作品，设计新

颖，特别出彩的苏绣、越绣、湘绣，有的朝艺术

方向发展，高雅精致，有的与日常生活用品相

融合，美观实用。现场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表演，举办图案设计培训班，王陆

芬又抓紧报名。

从杭州回来，王陆芬思路彻底打开了。她

带着十六位绣娘博采众长，更新设计理念，设

计出五份图案。图案定稿后，准备购买材料，

账上却没钱了。到农村信用社贷款，人家不看

好她的项目，不贷给她。王陆芬又找丈夫，丈

夫就把自家运水果的卡车卖了。

听说省里要在昆明举办一个文创产品展

销会，王陆芬带着几位绣娘和绣品参加了展

销。王陆芬自己担任解说，她们一边展示绣

品，一边做现场表演。县委宣传部还为她们拍

摄制作了视频。从这以后，华韵刺绣合作社的

绣品开始有了销路，签下了几个大单，订单金

额达到一百多万元。

展销回来，消息传开，报名参加合作社的

绣娘人数猛增。有些当面嘲笑过王陆芬的妇

女，也来找她报名，她不计前嫌，通通答应。

当初开合作社，是为了带领乡亲们一起脱

贫致富，这份初心王陆芬一直没忘记。她主动

找那些贫困家庭的妇女，动员她们加入合作

社；她还跑到村委会，请村委会领导帮忙动员

贫困家庭妇女到传习馆学习。

六十多岁的苏姥姥患有糖尿病，出不了

门，她年轻时做过刺绣，想接点活儿。王陆芬

二话没说，就把材料给她送了过去。

李孝敏家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5 年，

王陆芬动员她参加培训班，从最简单的针法入

手，手把手教她。后来，李孝敏成为合作社的

刺绣骨干，她一边打零工，一边做刺绣，每年从

刺绣上挣的钱就有三万多元。2018 年，李孝

敏盖起一栋三层小楼，一家人摆脱了贫困。

李采娜家当时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王陆

芬找上门去，想吸纳她为绣娘。李采娜担心自

己笨手笨脚的，做不好。王陆芬就把她带到传

习馆，先看别人怎么做，然后让她上架，王陆芬

手把手教，李采娜一点点学。培训结束，王陆

芬让李采娜领了针线绣布回家去做。

一个月后，李采娜拿着绣品回来了。王陆

芬接过来一看，笑了——图案松的松、紧的紧，

针脚歪歪斜斜。王陆芬还是按合作社规定的

成品价，把钱结算给李采娜。李采娜磨蹭半

天，领了十元钱，觉得不好意思，转身就跑。那

天吃过晚饭，王陆芬继续把丝线绣布送到李采

娜家，让她接着绣。

又一个月过去了，李采娜交来的绣品开始

有模有样。如今，她也成了合作社的骨干，利

用闲暇时间做刺绣，每年能挣三万多元。

四

王陆芬越来越忙，志向也越来越大。她把

儿子送到杭州艺术学院专门学习设计，准备把

他培养出来协助自己。

这几年，王陆芬相继参加了北京、上海、广

州、香港、杭州等地的展销会，与一些客商建立

起长久的合作关系，订单越来越多。她们的彝

绣小白鞋、领带、丝巾几年前开始销往欧洲。

合作社社员已经增加到三千多人。2017 年，

王陆芬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也是这一年，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电商销售平

台。在香港展销会上，王陆芬签下六百多万元

的订单。

香港之行更让她振奋的是，在机场免税

商场里，她竟然在货架上发现了自己团队制

作的小白鞋、虎头帽、虎头鞋、绣花丝巾、绣花

领带……

商场经理告诉王陆芬，产品销量都很好，

虎头帽、虎头鞋已经断货了。王陆芬立马给儿

子打电话：速速补货！

去年农历腊月二十九，王陆芬和儿子收拾

好东西，准备到文山陪丈夫过年。两天前，她

就在传习馆门口贴了通知，也在微信群里发了

消息：请送绣品和领材料的绣娘过完年再来。

两人还没走出门，村里的赵李凤老人拿着

一幅绣品来了。赵李凤老人已经八十二岁，她

小时候就学过刺绣，虽然年纪大了，但手还灵

活，眼睛也明亮，绣出来的件件是精品。

马上要过年了，王陆芬给老人兑了钱款，

发了材料。赵李凤家几年前也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里三代人，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土

房。成为合作社绣娘后，赵李凤凭借自己的好

手艺，挣了十多万元，盖起了新房。

送走赵李凤，李孝敏又来领材料，她拎来

一篮鸡蛋给王陆芬：“我给你带了几个鸡蛋，你

不要嫌弃。”李孝敏诚恳地说：“你那么帮我，我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王陆芬想想，接过鸡蛋，老人不易，她决定

把鸡蛋钱算在绣品里。

接着，村里的、外村的几个妇女又来，又有

外 县 的 电 话 不 断 打 进 来 …… 王 陆 芬 又 忙 起

来了。

农村妇女勤劳，过年也不会闲着，王陆芬

估计春节这几天，天天都会有人来。她索性给

丈夫打电话：“合作社太忙，我就不到文山陪你

过年了，让儿子过去陪你吧。”

转眼到了五一劳动节，王陆芬在白沙坡村

举办了一场彝族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技

能竞赛。经过筛选，获得参赛资格的绣娘有六

十人。

比赛除了对参赛选手提前绣好的作品进

行展评外，还由合作社提供统一图案，由参赛

选手自由发挥，在四小时内绣完。

下午五点半，评委们根据针法、构图、配

色、创新等标准对作品进行现场打分，综合评

判，共评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八

名。这是对绣娘们精心劳作的认可。

那天傍晚，夕阳把天边染得一片通红，颁

奖仪式就在传习馆外面的场地上进行。场地

上早就挤满了盛装的妇女，她们基本上都是华

韵刺绣合作社的社员。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陆芬为获奖者颁奖。

她登上临时搭起的台子，动情地说：“姐妹们，

现在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经过大家团结一致

努力拼搏，我们的华韵刺绣合作社生意也越来

越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勤劳的双

手，绣出我们今后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图①：砚山县维摩彝族乡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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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王陆芬（右二）组织绣娘们开展刺绣

培训。 朱开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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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我从哈尔滨下乡赴北大荒，下了

绿皮火车再上大解放汽车，穿过莽莽苍苍的兴

安岭大森林，历时一天一夜，和上千名同伴抵

达黑龙江边的嘉荫农场。一路上，我第一次看

到那些穷困寂寥的乡村，那些破旧的村舍，内

心之震撼、情感之忧伤，至今难忘。

有一次赶马车，去岗下为食堂拉井水。马

太饿了，见墙根堆着一些馒头和豆腐，便蹽蹄

子突然拐过去，把我甩到车下。眼瞅着大车轱

辘朝我滚滚而来，幸亏我反应快，猛一翻身从

车下滚了出来。旁边晒场上的几十名同伴一

起惊呼：蒋巍，你捡回一条命啊！

我的八年青春岁月，都献给了黑土地。每

每忆及这些，我对乡村生活总涌起亲切感。

这些年，从黑龙江到海南，从新疆到东南

沿海，我走了许多乡村地区。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之伟业，彻底撕去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绝

对贫困”的标签，那些偏远贫瘠、人迹罕至的地

方，眼瞅着一个个红瓦白墙、大路朝天的新村

拔地而起。

让我印象最深也最为感动的是，许多更新

改 造 或 迁 入 新 址 的 村 庄 都 办 有 一 个 村 史 馆

——这是全体村民的意愿。馆里陈列着很多

旧农具、旧物件，有硬木车轮、纺车、蓑衣、草鞋

和公社的账本、算盘之类，都是村民们捐的。

其中，让我久久端详、不舍离开的，是一张张饱

经风霜、布满裂痕的木犁！

犁，历史由它而起，梦想由它而起。它的

犁铧，最初是刀耕火种的石片，后来是青铜，再

后是钢铁，在中华大地留下五千多年的年轮。

一张犁，它朴实得像一头躬身向前、埋头苦干

的牛；它英勇得像一张坚忍的弓。而今，无论

多么现代的大机械代替了它，无论它现在多么

寂寞，它都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

我到过乌江畔的一个小山村，村边是几十

丈高的悬崖峭壁，下边就是大气磅礴、激浪滚

滚的乌江。那里耕地极少，山上山下全是石

头，拢一把土、摘一筐玉米棒都是难事。许多

人家便外出谋生，或坐到江边峭壁下等活儿

——为逆流而上的大船拉纤。我走过那些纤

夫身边，望着他们乌黑的身躯、深弯的腰身和

紧绷在肩头的纤绳，听着他们一声声高亢而有

节奏的呼吼，蓦然忆起《黄河大合唱》中的那些

山呼海啸。一根粗糙的纤绳，将他们弯曲的身

影连成一串，看上去就像一张张犁——这就是

中华民族埋头苦干、自立自强的精神啊！

在贵州铜仁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攀崖而

上，走进一个农家院，我惊异地发现，院墙边放

着一张老旧的木犁。我问，现在都机械化了，

田里都是小农机突突响，还用得着这东西吗？

主人说，这是我家的宝物，从老祖宗用到现在，

我奶奶年轻时用它耕地，我舍不得扔。

为啥呀？

主人拿过一块抹布，一边为犁杖揩灰，一

边说：“有感情了呗。别的地方用犁耕地，我们

这儿用犁耕石头。”

“咋回事？”我问。主人说：“你没见我们这

儿的田亩都是零零散散的小块吗？”

我笑了，说我听过一个段子。分田到户

时，有一家分了十二块田，女儿放学后一块块

数，数了好几遍都是十一块，她叫：“爸爸，少

了一块呀！”爸爸说：“那一块在你草帽下扣

着哩。”

其实，这些田亩原本都是石头。脱贫攻坚

以来，县乡领导便带领群众治理石头，还送来

好些镐头锤子。全村男女老少一起上，把大石

头运走，把小石头砸碎，再从乌江边扛回一筐

筐泥土垫在地里。“因为山上地块小、沟壑多，

机械上不去，犁杖就用上了。”主人高兴地指着

周围的山说，“我们的田亩就这样爬上了山，还

种了很多树。你看，老早那些光秃秃的‘和尚

头’，都种上庄稼了！”

看来在山区，犁杖还是用得上。即使用不

上，那也是农家的传家宝。只要看到它，农家

就知道应该咋样侍候地了，土地就是农民的无

价宝啊！

村史馆的那张犁
蒋 巍

在湖南桑植，老区人民

心中逐渐有“城市”的概念，

应该是近十几年的事。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

的大山沟里，祖祖辈辈都生

活 在 农 村 。 桑 植 城 对 我 来

说，是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

15 岁以前，我只进过两

次桑植城。第一次是跟随父

亲到城里，因为年纪小，很多

事 情 如 今 已 经 忘 得 差 不 多

了 。 只 记 得 那 次 我 们 吃 过

饭，没走几步泥巴路就到了

澧水河边。河面很宽，河水

清澈。父亲指着下游赤溪桥

那一片水域说，那就是贺龙

指挥红军取得赤溪大捷的战

场。父亲还说，桑植是贺龙

故里，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

发地……我似懂非懂地点点

头，一下子感觉这里如此不

同寻常。

第二次进城是来看病，

我住在亲戚家里。每天打完

针，我就独自一人在街上溜

达。街道很短，不一会儿就

走到头了；街面很窄，几乎只

容得下一辆车经过。不过景

色倒是很美，道路两旁整齐

地排列着很多梧桐树，枝干

遒劲盘曲，错落有致。正好

是秋天，宽阔的树叶泛黄，随

风飘落起舞，踩在落叶上发

出沙沙沙的脆响，让人心情舒畅。

在县一中上学后，我和这座红色老城有了更多亲密

接触。1993 年春，廖汉生将军来到县一中看望师生。原

来这里是他的母校，他曾在这里上过红军大学……英雄

的故事让我对这座城市肃然起敬。

不过，那时候的县城依然很小，出校门，向右走，是一

条充满红色记忆的老街。桑植起义旧址、中共湘鄂川黔

省委旧址、桑植县农民协会旧址等都在附近。向左走，可

以看见唯一的商场。步行二十分钟到赤溪大桥，那就是

这座城市的尽头。清晨，我常和同学们一起登上梅家山，

这是贺龙利用“空城计”大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不用

转头环视，整个县城尽收眼底。

新世纪的春天，我通过选拔考试来到县城工作，一待

就是近 20 年，亲历了这座县城的飞跃。

20 多年来，随着城市路网建设、老观潭开发、棚户区

改造、文明路东扩、鸟儿岭降坡等工程快速推进，民歌广

场、梅尼广场等大批现代化建筑群相继建成，桑植已经形

成了老城区、新城区、东城区三个商业中心，以及“一横两

纵”的城市外环交通网络和“两横一纵”的城市主干交通

网络。

从低矮平房到高楼林立，从交通闭塞到内联外通，桑

植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面貌发生巨大改变。曾经破

旧的县城成为一座山水相依、独具特色的魅力山城，现代

气息日益浓厚。

放眼外部，张桑高速、黔张常高铁建成通车，东连长

沙、西连重庆的快捷交通网络也逐步形成，交通格局实现

重大突破，桑植不再是偏于一隅的闭塞小城。现在的县

城以澧源镇为中心，已经辐射带动了周边的瑞塔铺、利福

塔、洪家关、刘家坪，联动发展的“1+4”城镇圈基本成型。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城镇圈。老区人民从县城出

发，向北直达利福塔高铁站，登上火车就可以走南闯北，

追逐梦想；这是一个充满红色历史的城镇圈，东边的刘家

坪有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向西有贺龙故居、烈

士陵园等等，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瞻仰、去缅怀。

时间太快，变化太大。2011 年，从大连过来探亲的

二姐夫笑称我们县城只有一条路，几乎不见交叉路口，更

不见一个红绿灯。时隔 10 年，他再次回来看望老人，在

崭新的城市交通系统中，差点迷了路。

闲暇时，我经常在县行政中心正前方的广场上悠闲

地漫步，耳畔听到酉水河哗啦啦的声响，眼前可以看到一

大块绿油油的草地，还有周边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崭

新楼房。

如今，再次登高望远，俯瞰大地，整座城市已经大得

无法一眼全部进入视野了。澧水、酉水依旧在城中心交

汇，碧绿的河水缓缓向东流去。新修的沿河风光带上，游

人络绎不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桑植，一片红色土地，一座现代新城，正在拔节生长！

红
土
地
上
桑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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