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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红，国家级

非遗项目夏布绣代表

性传承人，被评为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她

以针线代笔墨，创新

6 种针法，获得专利、

版 权 200 余 项 ，让 具

有传统意蕴的山水国

画在夏布上焕发新的

活力，作品古朴澹逸、

清俊雅致。

飞针、挑线、顶托……66 岁的张

小红（见上图右一，赵春亮摄），坐在

绷架前，比对着名家山水画，一面看，

一面绣，揣摩如何让画中景致复现在

一块夏布上。

张 小 红 是 江 西 九 江 瑞 昌 人 ，从

小 就 喜 欢 剪 纸 、刺 绣 、编 织 等 手 工

艺 。 2002 年 起 ，她 开 始 专 注 刺 绣 技

艺，走访江西各地，学习了解夏布和

夏布绣的发展与特点。夏布质地粗

硬 ，向 来 不 是 艺 术 刺 绣 常 用 的 材

料 。 张 小 红 介 绍 ，宜 春 等 地 有 夏 布

刺 绣 的 传 统 ，但 多 为 实 用 性 强 的 民

间 刺 绣 ，比 如 帽 子 、围 嘴 、鞋 垫

等 。 随 着 时 代 发 展 ，这 类 手 工 活 计

逐 渐 淡 出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夏 布 绣

这一传统手工艺也越来越少见。她

想：“能不能以山水入夏布，以绣线

作墨笔，把夏布绣做成艺术刺绣。”

由于夏布质地粗硬，刺绣时手指

常常被针扎伤，而且画面起伏不平，

无法达到艺术刺绣的效果。于是，张

小 红 努 力 寻 找 让 夏 布 软 化 的 方 法 。

有人建议使用药水，但会降低纤维寿

命；张小红尝试过热水浸泡，没想到

布料变成棉白状。经过反复试验，张

小红终于发现一些诀窍：譬如在晒麻

过程中，用淘米水反复淘洗晾晒；浸

泡时，加以轻轻捶打；选材时，野麻优

于家麻……

一 面 改 良 夏 布 ，一 面 精 研 绣

功。如今，张小红创新 6 种夏布绣针

法，获得专利、版权 200 余项。张小

红说，她希望能做到“以针为笔、以

线为墨”，但这极为不易——看似一

笔 ，其 实 可 能 需 要 成 百 上 千 针 。 比

如 国 画 中 的 皴 笔 ，是 画 山 石 等 纹 路

时 常 用 的 笔 法 ，张 小 红 研 究 出 了 长

短 相 间 的 针 法 ，以 表 现 纹 路 的 虚 实

之感；又如国画中的茅棚、草丛，需

要 表 现 其 明 暗 枯 润 ，张 小 红 用 同 样

色 系 中 两 种 深 浅 不 同 的 绣 线 ，形 成

自 然 的 明 暗 对 比 ……“ 要 用 创 新 的

针 法 ，表 达 出 山 水 画 的 写 意 传 神 。

所 以 ，夏 布 绣 的 传 承 创 新 不 只 体 现

在布料上，更体现在题材、技法、风

格上。”张小红说。

2009 年，张小红带着 5 名绣娘，

耗时近 1 年，运用 20 多种针法，以夏

布绣生动复现了北宋名画《清明上河

图》，图中人物神情各异，栩栩如生，

获得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2014 年，张小红筹建了一家非营

利 性 民 办 博 物 馆 —— 夏 布 绣 博 物

馆。博物馆坚持全年免费开放，张小

红常常“身兼多职”——布展人、搬运

工、刺绣工、讲解员……近年来，张小

红免费培训上万人，以各种方式带动

了 3000 余人就业创业。与此同时，

团队还开展了非遗进社区、进校园等

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夏布绣、了解张

小红的创新技法。“我希望能有更多

人参与进来，在传承创新和传播推广

中 ，把 传 统 技 艺 发 扬 光 大 。”张 小

红说。

夏布绣非遗传承人张小红—

以绣针为笔 绘布上山水
本报记者 王 丹

在大片的玉米与大豆之

间 ，一 处 青 瓦 白 墙 的 建 筑 前

人 来 人 往 ，这 里 是 吉 林 省 扶

余 市 肖 家 乡 大 沟 村 的 农 家

书屋。

“今年 3 月，农家书屋的

新 址 启 用 了 ，大 家 有 了 更 好

的阅读条件。”书架前，农家

书 屋 管 理 员 、大 沟 村 村 民 王

佳 富 一 边 说 着 ，一 边 小 心 地

将 书 码 放 起 来 。 2015 年 ，王

佳 富 成 为 农 家 书 屋 管 理 员 ，

至今已有近 10 年，在他的努

力 下 ，农 家 书 屋 从 无 到 有 建

立起来。

在 新 址 建 成 前 ，大 沟 村

的 农 家 书 屋 ，实 际 上 就 是 王

佳 富 的 家 。 2015 年 ，响 应 扶

余市“农家书屋进农家”的号

召，王佳富与管理部门协商，

在 自 己 家 中 办 起 了 农 家 书

屋，他则义务做起了专职管

理员。

“ 刚 开 始 的 时 候 ，所 谓

‘书屋’实际上就是 2 个书架，

1000 余册书。”王佳富说，为

了丰富书屋的图书品类，他

一方面挨家挨户征集藏书，

让好书通过农家书屋在村里

流动起来。另一方面不断争取上级部门支

持，接收爱心人士捐赠的书籍和图书馆下

架的旧书。近年来，随着农家书屋越办越

红火，加上相关部门补充更新图书计划的

支持，书屋的书籍数量和质量都在持续提

升。截至目前，书籍总量已达 1.5 万余册。

书越来越多，往哪儿放合适？王佳富

索性把家中 3 间共 70 多平方米的房屋打

通，全部用作阅读空间。而他留给自己的，

只有书屋后侧一个窄小的房间。“对我来

说，看书是一种乐趣，看到更多人沉浸在阅

读中更是一种享受。”王佳富说。

“书能顶饭吃？”一开始，大沟村的村民

并不了解农家书屋，对阅读也不感兴趣。

于是，为了让村里人建立起对阅读的认知

和兴趣，王佳富琢磨出一个好点子——带

着“书屋”去赶集。

“每到赶集的日子，我就把书摆在集市

上。”王佳富说，针对村民的需求，他会把一

些 与 种 植 、养 殖 有 关 的 书 拿

到集市上。当时不少村民会

问，在集市上卖书，能卖出去

吗？而他就会趁机“推销”农

家书屋——书不卖，免费看，

感兴趣的还可以借到家中，只

要 做 好 登 记 ，看 完 还 回 书 屋

就行。

不只是利用赶集“推销”，

王佳富每天晚上还在书屋播

放 种 植 、养 殖 知 识 的 影 像 资

料，有时还会邀请市里的农业

专家在书屋开讲座，这样既能

让村民得到最新资讯，又能从

中学到农业技能。时间长了，

大沟村很多村民都习惯了在

休息时来农家书屋读书，阅读

氛围在大沟村渐渐浓厚起来。

一开始，村里人对王佳富

的所作所为并不理解。“有人

问 我 ，你 干 这 个 还 得 往 里 搭

钱，图啥？”王佳富说，“我坚持

把书屋办下去，就是因为我自

己从阅读中获得了乐趣和成

长，我也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

到阅读的力量。”

随着农家书屋越来越受

欢 迎 ，阅 读 氛 围 悄 然 浸 润 全

村 ，“ 有 事 去 办 事 ，没 事 去 书

屋”成为村里人的口头禅。与

此同时，农家书屋的“业务范

围”也在向外拓展。

“这些年，我多了两个让我感到自豪

的外号。”王佳富笑着说，一个是“快递小

哥”，为了给上年纪的、身体状况不好的、

忙于农活没有时间来书屋的村民提供看

书的条件，王佳富在手机上组建了“读书

群”，村民们一发信息，王佳富就会骑摩托

车送书上门。另一个则是“伴读人”，在农

忙时节或是寒暑假，大沟村的孩子们在农

家书屋参与读书沙龙、诗歌朗诵、亲子阅

读等多种多样的活动。“不仅是本村的家

长把孩子往我这送，连外村的也来打听。”

王佳富说。

如今，在新建成的农家书屋中，不少村

民正沉浸于阅读之中。“有些孩子在这里从

上小学一直读到上大学。”王佳富说，未来，

他要继续扩充书屋的藏书量，建起适应读

者新需求的电子阅览室，带动更多村民到

书屋读书，“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让小村庄

盈满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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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红的夏布绣作品。

受访者供图

本报杭州 8月 20日电 （记者顾春）

暑假期间，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

道云滨社区迎来了一群 00 后青春面孔。

“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关爱‘一老一

小’……这些看似琐碎的社区事务，关乎

居民衣食住行。我很荣幸通过自己所学

的专业知识，发挥青年党员先锋作用，为

社区建设贡献力量。”00 后青年党员蔡斌

目前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读大二，他通

过钱塘区“领航计划”，正式上岗成为大

学生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

为 支 持 高 校 青 年 深 度 参 与 基 层 治

理，钱塘区联合区内 14 所高校发布“领航

计划”，向高校青年定向开放社区党组织

书记助理岗位。书记助理设有弹性式和

暑期固定式两种挂职形式，持续全年，供

大学生灵活选择。

“我学园艺专业，能够解答社区居民

在养花方面的疑问。”来自浙江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的书记助理李思甜自我介绍。

“我们根据这群 00 后大学生的经历、特长

等，通过社区党支部书记传帮带的方式，

让他们在社区各个岗位上发挥作用。”云

滨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敏说。

一位杨姓老人懂诗文、知音律。他

告知社区自己的“微心愿”：想完成儿时

校歌的弹奏录制。这一次，社区选了音

乐专业的大学生，跟老人一起弹奏手风

琴录制校歌，老人感到非常满意。

据了解，通过钱塘区“领航计划”，已

有来自辖区高校 345 名书记助理陆续弹

性上岗，另有 118 名大学生在暑期担任固

定式挂职书记助理，全天参与社区工作。

浙江杭州钱塘区支持大学生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专长 服务居民

日前，山西省临汾市陶寺遗址博物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据了解，陶寺遗址博物馆占地面积 74.4 亩，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地下

一层，地上二层。建成后将利用数字复原现代化展陈与实物展陈等多种形式展示陶寺文化。图为陶寺遗址博物馆项目建设现场。

李现俊摄（影像中国）

8 月 20 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

理局宣布，经过持续生态调水，黑河尾闾东居延海实

现连续 20 年不干涸。

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全长 928 公里，从祁

连山发源，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三地，流出祁连山

脉、穿行河西走廊、蜿蜒戈壁沙漠，最终归于巴丹吉

林沙漠西北缘的东居延海。

一泓碧水漾大漠，源于黑河连续 25 年实施水量

统一调度。今年以来，面对来水偏枯、高温少雨等挑

战，黑河流域管理局科学调度。8 月 5 日，位于青海

省祁连县的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开闸放水，首次投

入生态调度运用。

作为我国首条实施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的内

陆河流，水利部门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开展全流域

水资源统一调度。党的十八大以来，黑河水资源统

一管理和调度体制机制不断完善，黑河断流干涸问

题得到有效缓解，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为保护治

理西北内陆河作出了有益探索。

科学调水—
完善制度手段，水量调度

精细度不断提高

大漠深处，一顷碧水跃入眼帘，点点水鸟荡起

涟漪。

“鸟儿是环境的鉴定师，红嘴鸥、灰雁、疣鼻天鹅

等 133 种候鸟在东居延海筑巢安家。”内蒙古自治区

额济纳旗居延海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范建利如数

家珍。

范建利说起从断流干涸到碧波荡漾的变化：上

世纪 90 年代，东居延海干涸，生态退化；靠着黑河水

量统一调度，水进沙退，东居延海成了候鸟落脚的

驿站。

黑河是河西走廊的“母亲河”。上世纪 60 年代

起，随着黑河中游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用水量

增加，东居延海于 1992 年干涸。

2000 年 8 月 21 日，黑河历史上第一个省（区）际

调水指令发出，黑河水量统一调度由此开始探索。

“水量统一调度，是指对全流域水量进行分配和

调节，统筹协调上下游关系，满足生产生活生态用

水。”黑河流域管理局局长李肖强介绍。

“根据来水总量，定好‘大盘子’，实施断面控

制。”李肖强解释，“当上中游分界点莺落峡断面平均

来水 15.8 亿立方米时，中下游分界点正义峡断面下

泄水量为 9.5 亿立方米，这就明确了中游能用多少

水、下游能分多少水。”

25 年来，《黑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黑河流域

近期治理规划》《黑河干流水量调度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制度出台实施，逐步形成了流域管理与区域管

理相结合、断面总量控制与用配水管理相衔接、统一

调度与协商协调相促进的调度模式。

全线闭口、集中下泄，是黑河水量统一调度的又

一探索。

从水闸到渠系，拧紧一个个“水龙头”。在甘肃

省张掖市甘州区大满灌区，玉米“青纱帐”连绵。“调

水期间，沿河引水口关闭，我们控制用水，下游用水

就更宽裕。”大满水利电力管理处主任陈海牛说。

黑河流域九成耕地和人口集中在中游张掖。张

掖市水务局局长韩建军介绍：“通过科学分析种植结

构、灌溉轮次等，选取合理时间段集中输水，取引水

口全部关闭，确保充足水量下泄至下游。”目前，“全

线闭口、集中下泄”累计实施 91 次 2290 天，黑河水累

计进入额济纳绿洲水量达 160.49 亿立方米。

水量统一调度如何更精细？

巍巍祁连，云涌苍山。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总

库容 4.03 亿立方米，是生态调水的龙头工程。

“过去有水存不住，缺水引不来。去年黄藏寺水

利枢纽建成蓄水，在当前流域来水偏少的情况下，按

300 立方米每秒的大流量下泄，水量有保障，输水效

率更高。”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建设管理中心总工程

师任国强介绍。

数字赋能，调水更智能。11 处重要河道断面水

位在线监测，正义峡等 10 个断面实施远程视频监视

……“大数据、无人机都成了巡河好帮手，数据‘跑’

在水前面，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黑河流域管理

局水政水资源处二级主任科员郭佳香说。

“我们坚持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以保障生态

用水为主要目标，扎实开展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

工作，初步改善了黑河流域生态环境，取得了显著的

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郭佳香说。

合理用水—

坚持节水优先，加强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

作为典型的资源性缺水流域，黑河流域上下坚

持节水优先，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从严从细管水，“有多少汤泡多少馍”。用水，先

要做预算，张掖市探索水资源预算管理。

临泽县鸭暖镇大鸭村农民用水者协会会长李天

明心里有本用水账：全村耕地面积 8000 多亩，种植

制种玉米、红辣椒等，年均用水量约为 320 万立方

米，“每年开春，村里向灌区报用水需求。”

5 个农民用水者协会的需求汇集到鸭暖灌区。

“我们根据村社种植面积和结构，核算汇总，再把用

水需求提交给镇政府。”鸭暖水管所党支部副书记宋

海林介绍。

镇里提交用水预算申请、县水务局编制全县水

资源预算方案、县政府审核批准……“啥时候浇水、

浇多少水，都按预算来。”临泽县水务局局长闫克义

说，用水指标细化分解到每家每户，灌区按照预算配

水、放水，水务部门进行年终决算。

水资源预算管理倒逼用水方式转变。“使上了水

肥一体化技术，浇地变成浇苗，每亩地少用一半水，

水费和化肥钱省出 350 元左右。”大鸭村村民张忠

国说。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从

施行水资源预算管理到制定水资源利用负面清单，

张掖年节水量超 3 亿立方米。

精打细算节水，用水大户变节水大户。

“多省水也能多打粮。”张掖市高台县巷道镇红

联村村民郇立年话语朴实：现在改种玉米，用上节水

设备，每亩省水 100 多立方米。

据 介 绍 ，张 掖 市 累 计 建 成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334.97 万亩。完善节水设施、调整作物结构，强化节

水举措，黑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不断提升。

“第二水源”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管网收集、

混凝沉淀、消毒处理……在张掖市污水处理厂大屏

幕上，污水变成再生水的过程清晰显示。“污水厂日

处理能力达 14 万吨，年生产再生水 3500 万立方米，

用于工业生产、城市绿化等。”张掖市甘州区水务局

局长赵乾升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流域各地持续提升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有效控制农业用水，增加生态用

水，为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黑河流域管理局水政水资源处处长张婕介绍。

全力护水—

系统发力，促进黑河流域
生态环境恢复

翘首眺望河道，清水涌来，额济纳旗居民燕建忠

激动地说：“东居延海又能‘喝’上黑河水了。”

“黑河流域处于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阻击战片区，流域上下坚持追根溯源、系统治理，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为打好‘三

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巩固西北地区生态安全屏

障作出积极贡献。”张婕介绍。

下好“一盘棋”，系统发力恢复生态。

“轰轰轰”，骑着摩托车，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浪村

河湖管护员张拉玛出发巡河，穿行在高山深谷，捡垃

圾、查堤坝、护林草，“沟沟岔岔都要照看到，从水里

到岸上，护好黑河源头。”

源头涵养水源。祁连县累计治理河道干支流

150 多公里，草场禁牧面积 1715.56 万亩，水源涵养

能力明显增强。

中游恢复生态。张掖市不断完善渠路林田相配

套的防护林体系，林草面积增加 94 万亩，生态系统

稳定性持续提升。

下游护绿治沙。额济纳旗副旗长牧仁说，“引水

灌溉、培土除虫，封育保护，沿河两岸约 300 万株胡

杨、柽柳得到抢救性保护，额济纳绿洲面积增加 30
万亩左右。”

强化河湖长制，层层压实管护责任。

“当上河长，就是要担起责任。定期巡河，防治

污水，确保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甘州区靖安乡

靖安村村级河长管玉玉说，村里还推出多种举措，发

动大家一起保护黑河。

黑河流域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用，提升河湖保

护治理能力。祁连县成立黑河流域水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联盟；张掖市高台县、酒泉市金塔县开展跨

界河流联合巡查检查；额济纳旗探索“河湖长+检察

长+警长”机制。河湖长制不断凝聚起流域各地区

各部门的管护合力，实现全要素、全流域治理。

保护治理黑河流域，任重道远。“我们将全面贯

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强化顶层设计，积极开展《黑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

工作，完善工程体系建设，加强信息化建设，进一步

加大依法治河管河力度，久久为功把黑河建设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李肖强表示。

黑河连续25年水量统一调度，东居延海连续20年不干涸

大 漠 长 河 润 绿 洲
本报记者 王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