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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在指尖上跳舞 工艺成为收入的甘泉
在由省妇联、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农业农村厅、省广轻控

股 集 团 共 同 主 办 的

2023年广东省妇女手

工创业创新大赛中，获

得公益组金奖的是来到

广东创业的王娟，她将

钩针编织注入创意设

计，成为传统手工艺的

升级版，让工艺落地，让

更多女性借助这一“接

地气”的“指尖芭蕾”增

加收入、改善生活。

乡村振兴• 百千万工程

灵感源于生活，手艺必须落地

公益组金奖获得者王娟

“‘指尖芭蕾流动花店’的创意灵感主要来

源于生活。”王娟告诉新快报记者，钩针这一手

工艺有着非常好的群众基础，“钩针相对来说

群众基础比较好，这几年我们以设计为基础，

已经拥有了近5万个产品品类，包括服装服饰、

箱包鞋帽、娃娃、宠物、花卉等，这个‘流动花

店’相当于是传统手工艺的升级版，通过我们

这几年不断地摸索实践，我们深知，仅仅让人

学会做手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让手艺能落

地，要有销路，能变现，能带动收入。”

把工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让部分女性

能实现居家就业或灵活创业，通过这种手作

的产品增加收入，这是“指尖芭蕾流动花店”

最核心的主旨。

王娟介绍说，他们采用流动花车的方

式，以流动性的街道售卖点这样一种形式，

让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钩针编织作品“延

伸”到大街小巷乃至区域内的口袋公园等

地，并以此带动实体店的经营模式，“我们同

时也在搭建线上网店，形成线上线下联动

的、能拓宽和拉动产品销售的网络。”

参选妇女手工大赛的花车以及车上展

示的作品，用王娟的话说是“比较接地气的，

有一定烟火气的，因为要让学员能变现。”她

本人在钩针与皮具结合应用的领域已经耕

耘了二十多年，这几年，借助公益学堂教学

的基础平台，从教授基本的钩针编织技法开

始，已经大体上形成了集产、教、学、研、商于

一体的“一条龙产业”，“未来这肯定是一个

比较大的产业，一方面是非遗技艺的传承，

一方面也创造了更多就业与可持续增收的

机会和实操性。”她说。

新快报讯 记者潘芝珍报道 娱乐

区变身暖心驿站，户外劳动者可入站饮

热水，接WIFI……为全面响应“深圳对

口帮扶协作汕头指挥部关于开展党群

服务中心强基提质行动”的有关要求，

打造群众满意的党群服务中心，自去年

12月起，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乡村振兴

党群服务中心着手制定方案，对中心内

各功能区和活动室重新规划和设置，并

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目前升级改造工作

正在加急进行中。

“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是本次

改造的核心目标。新快报记者了解到，

为优化民生服务功能，聚焦一老一小、

户外劳动者等重点人群，中心一楼的儿

童娱乐区改造成暖心驿站，增设了电视

机、电冰箱、微波炉、雨伞架、便民医疗

箱以及儿童图书角等便民设施，完成后

可为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

提供充电、休憩、热水、用餐、WIFI等贴

心服务。原本的儿童娱乐区则计划转

移至户外，增设一套更大的儿童滑梯，

满足更多的孩子在更广阔的区域尽情

游戏。

为优化文化服务功能，整合镇级文

体资源，中心二楼保留原有的培训室和

三间直播间，其余四间直播间改造成盐

鸿书画社、盐鸿文史研学社、盐鸿手钩

花协会及“鸿阳”家庭教育咨询工作室，

最大限度结合盐鸿本地特色和群众需

求，促进盐鸿传统文化和艺术文明的传

播发展。

记者发现，服务中心二、三楼的培

训室和直播间都加装了百叶窗，尽可能

保护室内的设备，减少紫外线对物品和

人员的伤害，大讲堂也加装了一套音频

设备，让培训活动和课程开展的效果更

佳。除此之外，统一服装、标识，专职人

员的培训考核以及每周活动的开展等

工作也在积极地筹划和落实中。

下一步，盐鸿镇乡村振兴党群服务

中心将主动对标、务实推进“三化”强基

提质行动，把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成为群

众想去的“网红”打卡点、群众开展活动

首选的聚集点、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贴心

服务点。

新快报讯 记者朱清海 通讯员冯
帆报道 华灯初上，走进梅州市梅县区

畲江镇公和村文娱广场，不时响起小朋

友嬉戏玩耍的笑声，三五成群的大人或

打球健身、或闲话家常，让夜幕下的广

场成了村里最热闹、有活力的地方。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为

乡村振兴铸魂，不但要守住文化根脉，

也要繁荣乡村文化。”广州市荔湾区驻

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帮镇扶村工作队

队员、驻村第一书记李杰说：“作为驻村

第一书记，在工作队指导和支持下，我

们不仅要帮着村里把文化广场建起来，

更要让群众的文娱生活活跃起来。”

原来，公和村文娱广场所在地块因

拆迁安置仍未完善，废弃物、杂物隐匿

于杂草中，蚊虫滋生于阴暗潮湿处，不

时传出异味，周边道路坑坑洼洼，时有

小孩在草丛中打闹，冷不丁地跑出来，

遇到有车穿行，令旁观者提心吊胆。附

近村民都盼着解决卫生死角、安全隐

患。

“畲江所需、荔湾所能”，李杰一边

与组团帮扶单位荔湾区逢源街道对接

文娱广场建设立项事宜，在建设上予以

资金支持，共同打造村民文娱广场，一

边与村“两委”干部集思广益推动建

设。最终，在硬底化 1000 平方米的基

石上架起了篮球架，竖起了照明灯，摆

上了儿童滑梯、健身器材、便民坐椅，让

“小角落”成功蜕变成“小广场”，丰富了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现在我们都喜欢出来在广场走一

走、聊聊天，时不时打场篮球、搞个活

动，别看这广场不大，却让我们乐着

呢！”村民熊碧仁说。下一步，工作队将

结合畲江镇、村实际，持续关注村居环

境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继续合“荔”共同助推畲

江镇乡村全面振兴。

广州市指尖力量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获奖作品：《非遗印记
——指尖芭蕾流动花店》

娟王

■采写：新快报记者 陈斌 梁彧 ■摄影：新快报记者 毕志毅

谈到获得这次大赛的金奖，王娟有点儿

小感慨：“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妇女创新大赛，

但让我觉得比赛很公平、公正、透明、公开，

就是你创意的‘点’在哪里？公益的‘点’在

哪里？都是能被‘看到’的，很敞亮。”

在王娟的学员中，有残障人士，有二孩

的妈妈，也有大学生，残障人士和要照顾小

朋友的宝妈都可以采用订单式下单的模式，

接单定制相关钩织产品，“价格区间从 10元

左右到上不封顶，都可以定制，根据需求

来。”与此同时，她们还协助这些女性创业者

或灵活就业者提升包装品质质感，怎么做包

装？怎么让单品看起来更有质感？怎么做

销售等等，“这些都需要辅导，帮助她们提

升。”2023年2月她们在广州白云区的钟落潭

虎塘村开设了培训课堂，短短一年时间，已

经帮当地妇女带来十多万元的经济效益。

通过钩织产生创收可以有这样几个渠

道，王娟介绍说，一个是语言表达和动手能

力都比较强的，可以培训成为继续带领新人

的“老师”；按订单制作，收取劳务费这是

第二种；第三个就是借流动花店创业。

在王娟看来，广州给出了非常给

力的营商环境，一枚小小的钩针钩出

了一个大大的产业，2024年她有

一个美好的设想，“白云区24个街

区，未来每个街区一个品类，我希

望能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把它继续推广起来，让品类更

丰富些，有花、有娃娃、有婴

儿用品的、有家居服饰的或

者是箱包鞋帽的……”

实实在在做公益，能被看见

■王娟作品

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

“三化”改造升级 优化民生文化服务
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

“小角落”变“小广场”点亮乡村夜生活

■改造前后对比。

■改造

前后对

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