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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艺打开新天地，中国结借力“多多新匠造”启新程
黄丽丽

一根红绳，来来回回在钉子间穿梭，一手压圈握实，一手次第
缠绕，不多时，一个精致的中国结就已成型。

中国结，向来是东阳市画水镇农村妇女的主要手工艺制品。
这里是浙江省东阳市的一个小镇，因为承包了无数华人的“新春
气氛组”，又被人称作“中国结之乡”。

“还有那么多单子要发，备好的结不够用了。”近日，穿行于岩
下村弯曲的小径，当地手艺人蒋文园说，原以为按往年预估备足
了量，谁料今年超出了预期。手编中国结加入“多多新匠造”计划
后，她的文园工艺品厂提前“爆单”——“年节将至，忙碌才刚刚开
始”。

坚守，匠心守住了传统的
质感和年味

汉语中的“结”，是一个常用词，也
是一个关键词。

从最初的记事之结，到后来的服
饰之结、吉祥之结，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孔庆东看来，中国结是千百年来
日常生活的结晶，“讲究的是一根红
绳，贯穿到底，这样才能千缠万绕，环
环相扣，就有了‘凝结、团结’之意”。

每逢重要场合、重大时刻，亦有中

国结的出场。如北京冬奥会上，由数
字 AR 技术生成的中国结，凝结在“鸟
巢”上空，每一根丝带既独立成结，又
互相交织，展现着“中国式浪漫”。

鲜有人知的是，中国结并非从来
都是“主角”，且市场一度面临饱和。
2010 年，不少加工户意识到危机：“北
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仿佛把市场提
前消耗完了。”

销不动，利润也走低，加上机器量
产的“板结”冲击着传统绳结市场，不
少加工户转行离去。转型的队伍里，
有蒋文园退伍的儿子。

从众，还是独行？蒋文园做了一

番市场调研，最终让她下定决心的，是
“放不下这门手艺”，虽千万人吾往矣：
“就像一碗家常面，用家里的炊具才最
美味，外头再先进的大锅，都做不出那
样的滋味。”

2011 年 ，胡 长 芬 辗 转 找 到 蒋 文
园。胡长芬是北京新新精艺礼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多年深耕节庆装饰市场，
看中了蒋文园的手编中国结：“中国
结，在我们的年礼产品中一直是分量
很重的。生产板结的人越来越多，手
编中国结反而就稀有了。”

销售数据也证明了胡长芬的嗅觉
敏锐。回头客们说起原因，无外乎两
点：线好、工好。线，用的是实心棉线；
工，体现在备料、挂线、编织、下模、调
整、整形、定形、组装⋯⋯哪一个环节，
都不含糊。古老且朴拙的坚守，制造
出了丰腴的质感和年味。

生意越做越大，儿子在她的劝说
下也回来了。蒋文园陆续把本地的中
国结编织能手和外来务工代表培养成
经纪人。目前，画水镇74个自然村中，
超过 60 个村从事中国结加工，涉及上

万人，每年产值达5亿元。
悠悠南江之尾，流淌着对于匠造

的忠诚和眷恋、与时代的交融变迁，以
及与外界的相处之道。

触网，传统手工艺迎来
出村进城好时机

岩下村的家家户户门前，扫出一
片空地，铺上布或薄膜，地方窄一点的
人家支着竿，红红的结，躺着或立着接
受阳光的洗礼。

蒋文园说，这是定型，让画水产的
中国结不会走样。由这里生产的中国
结不仅销往国内各省市，而且远销日
本、韩国等国家，“世界上凡是有华人
居住的地方，就有画水镇人做的中国
结”。

手编中国结的“复兴”，离不开销
售渠道的拓展，也离不开产品研发能
力的提高。

前些年，新新精艺通过线下销售
的，九成以上是传统样式。自从在拼

多多上开店，关于编绳工艺、图形创作
方面的讨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胡
长芬和蒋文园的聊天记录里。

“通过拼多多这样的新电商平台，
直接接触到消费者，我们的创新就要
根据他们的需求。中国结需要顺应时
代的发展。”胡长芬说，迅速接收消费
者的售前咨询和售后反馈，就能敏锐
捕捉市场需求的变化。

天南海北的客户，发来几张成品
图，蒋文园瞟一眼图片，基本就能判断
做不做得出来。然后，她向村里的老
手艺人请教讨论，摸索出省力快捷、节
省材料的编织手法。生肖、京剧、铜钱
⋯⋯每一件器物、每一段经历，都可能
成为她设计的灵感。

那些新式图样，与传统样式组合，
又能挖掘出各种有趣的差异，奇迹般
地将中国结延展成一个丰富的江湖。
加入“多多新匠造”计划后，新新精艺

“上新”了 20 来款手编中国结，其中就
有蒋文园申请了专利的“好运双至”和

“四季安康”。仅今年 11 月，线上销售
额就达60余万元。

“原本一年只卖40来天，自从新新
精艺在拼多多开店，将我们的卖货时
间也拉长至全年。”忙不过来的蒋文
园，今年收了不少贵州和四川的“徒
弟”，带动 1000 多人从事中国结制作
加工。

在中国结的传承中，她们是编织
者、销售者，不仅有表意上的团结，还
有一种不断自我更迭的胸襟。

为了让中国结的编织技艺在“云
端”传播更广，胡长芬介绍，新新精艺
还会通过店铺直播，除了讲解与中国
结相关的历史，还会细分教学步骤，并
辅之以图纸，让屏幕前的人了解并掌
握中国结的编法。

今年以来，拼多多先后对蒲编、宫
灯、木梳、厨具、陶瓷、玻璃等产业带优
质产品进行专项扶持，受到了平台消
费者的热烈追捧。

“多多新匠造”的项目负责人介
绍，通过搭乘数字化快车，传统手工艺
产品正在迎来出村进城的大好时机。
接下来，平台将进一步发挥数字化优
势，在乡村产业带品牌化、数字化的转
型中发挥积极作用。

多多发现工艺之美、匠心之巧，
“多多新匠造”对于传统文化故事的又
一番讲述与开拓，也只是刚刚开始。

（图片由谷守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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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多多新匠造”计划，中国结迎来出村进城大好时机。

““新新精艺新新精艺””店铺直播中店铺直播中

张梦月 陈彩萍 钱雅霏

今年，杭州市上城区在全区打造
“幸福邻里坊”，以党建为统领，整合各
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以“幸福”为标
尺，以“邻里”为主体，以“坊”为空间，
以“生活”为核心，以服务为主线，让

“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示范图景在
上城区率先落地。

该区南星街道以“大组团赋能、大
社区服务、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为重点，整合共建单位、两新组织、新
乡贤、人大代表等资源，精心打造南星
里幸福邻里坊，破解辖区为老服务较
弱、托育机构不足、文化阵地缺乏、服
务资源不均等基层治理难题，让居民
享受家门口的品质生活。

按照新建一批、改建一批、提升一
批的思路，盘活碎片资源，南星里幸福
邻里坊融合了多处阵地，目前投入使
用包括 1 个街区会客厅、3 个养老服务
场所、2 个儿童托育场所、2 个文化服
务阵地和1个特殊人群服务阵地。

“服务是最好的治理。”这 9 处阵
地共 5200 平方米的服务面积，加上周
边广场、绿道、公园，集托育基地、健康
颐养、文化体验、健身娱乐、爱心慈善
等“一揽子”服务功能于一体，为全生
命周期人群提供“菜单化”服务，居民

“自助下单”，达到了优质公共服务精
准化、便民化。

突出“四关”，即“关心老的，关爱
小的，关怀病的，关照弱的”，全省首个
专业领域社会工作站南星街道儿童社
会工作站为0至12岁儿童带来感觉统
合训练及家庭关爱指导。以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为契机，融入儿童友好理念，

在公共活动空间及居民休憩空间打造
过程中，南星街道建设了 10 余个不同
主题的口袋公园，成为少年儿童游戏
交友、运动健身及老年人晒太阳、唠家
常的常驻地。

在上城区委组织部指导下，以幸
福邻里坊党建联建机制，整合社会资
源，发放幸福体验券，聚焦一老一小等
重点人群，提供医疗、教育等多种体
验。在邻里会客厅，辖区党建联建单
位得吉数科先后举办了“杭州珍贵城
市老照片收藏展”、南星“光影十年”
展、“喵呜来了”主题艺术展，清廉共建
点白驹画社举办“唐风宋韵话廉史绘
清风”书画展等，让文化浸润在幸福邻
里坊，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少年
宫”。

在幸福邻里坊打造过程中，坊长
工作室承担起了舵手角色。通过联席
会、协调会、现场会、督办会等方式，整
合党建联建成员单位、小区综合党委、
居监会、物业、业委会（物管会）、新社
会阶层人士等各方力量，统筹协调，坚
持问需于民，幸福邻里坊怎么打造全
由居民说了算，将党建统领贯穿于整
个南星里幸福邻里坊建设、运营过程
中。

此外，通过评选最美楼道长、最美
邻里人等载体，进一步深化邻里情、邻
里帮、邻里网的睦邻党建，提高居民群
众参与幸福邻里坊建设的热情。“浙江
好人”姜金泉、俞杰，金牌调解员王世
钰，家庭好医生邱元昌等自发加入到
志愿者队伍，形成“红色护苗队”“大爱
无疆服务队”等红色服务品牌，共同助
力基层治理，推动共同富裕美好图景
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上城区南星街道

幸福邻里坊打造
“十分优享服务圈”

南星里·邻里会客厅 （图片由上城区南星街道提供）

“大家看一看，现在展示的是我们
分水塘村民自家的蜂蜜，采集的都是
大山里的百花蜜。”在义乌市城西街道
分水塘村的“橙心青创”共富工坊，张
丽燕热情地介绍着手中的特色产品，
通过直播平台推介着分水塘的红色文
化和优质农产品。

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振兴，乡村振
兴离不开产业兴旺，农村发展离不开青
年参与。远离城市的分水塘村，每年吸
引着 10 余万名党员、游客前来追寻信
仰，也激起了青年创业热情。2020年，
分水塘创新模式、探索渠道，成立了“橙
心青创”共富工坊，一边自主创业、一边
互助互促。去年，原本在义乌城区经营

“三农”项目的张丽燕在回分水塘村家
里时，与村青年委员、“橙心青创”创始
人之一的陈卫强畅谈了一个下午，随即
决定回到村里参与建设。

这个由义乌市城西街道各村的青
年委员、创业青年共同参与的项目，从
一瓶“真理的味道”文化创意矿泉水开

始创业，历经从外观设计、拓展销路到
订单联系，产品推出两年多，现在已经
渐渐打开了销路。“与此同时，大家通
过资源共享、项目共建、产业共促，相
继招引、培育了民宿、农家乐、田园集
市、文创体验、电商直播等10余个产业
实体，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家门
口就业。”陈卫强说。

城西街道通过聚焦红色研学、乡村
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整合各联建单
位资源，贯通组合陈望道故居、横塘公
园、义新欧铁路口岸、“一带一路”青少年
教育实践基地等8个“红色打卡点”，串
联旅游线、集聚客流量；整合联建单位
资金、土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农房，由
街道、强村公司、联建企业、联建村等，共
同打造了石明堂“稻虾共养”、何斯路“大
自然学校”、七一“大师文创园”、夏楼“枣
博园”等10个共富工坊，推动多元化产
业链拓展延伸到农村，提升沿线经济业
态，带动村民、村集体多元增收。

通过研学体验、预约采购，“橙心

青创”工坊帮村民种植的农作物对接
了销路，解决了农产品有好收成却难
销售问题，村民的玉米、花生、番薯都
成了抢手货。工坊今年组织的各类体
验采收活动吸引了近千人参与，销售
额超 20 万元，大大提高了村民种植的
积极性。与此同时，通过盘活何斯路、
分水塘的 60 多间农村闲置房屋，招引
第三方运营民宿，村集体每年多了4万
元的收入。今年，他们还引进城西街
道结对共建的浦江县檀溪镇的“檀溪
味道”农副产品，潘周家手工面、毛店
六金岗腊肉、灰汤粽等农副产品通过
线上线下推广，统一包装、统一品牌输
出，已销售十余万元。

在石明堂村，种粮大户冯泽宝已
开始筹备来年的种养殖计划。他的

“虾稻共养”共富工坊，去年首次在稻
田引入澳洲淡水小龙虾，取得了每亩
5000 元左右的收益，今年的每亩收益
约 8000 元。“今年已经忙完了，明年我
们打算再扩大规模，同时还计划对水

稻、龙虾做进一步加工销售，增加附加
值。”冯泽宝说。

种玉米、埋甘蔗、刨土豆⋯⋯今年
初夏，义乌“80 后”幼儿园园长承包 90
亩地为孩子们打造“大自然学校”成为
热搜。“一年中的各个时节，我们都有
可以供孩子们体验的作物。”“大自然
学校”负责人王群一说，他们还聘请了
何斯路本村的村民作为孩子们的“田
园老师”帮忙打理、讲解作物。“既为村
集体增加了收入，又为村里闲置劳动
力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而且收
入还很不错。这样的合作，是多方共
赢。”何斯路村党支部书记何允辉说。

一个个特色鲜明又接地气的共富工
坊，实现了乡村产业“衍生”，让乡村发展
后劲更足了。据了解，通过做强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义乌市城西街道迭代催生
了农副产品直播带货、产品深加工、文创
研学等15种新兴业态，带动300余名村
民家门口就业，为村民年增收600万元
以上、村集体增收300万元以上。

义乌城西街道

多元化打通“村企民”致富路
蒋守洋

“这周民宿的装修进度好像慢了
一些，得加快速度才行⋯⋯”近日，位
于平湖市林埭镇徐家埭村的郊野乡园
田园综合体景区内，一个个关于棒球
产业的配套项目正在火热推进。徐家
埭村监察工作联络站一行 4 人正在进
行实地监督。“民宿一期改造和装修工
程的施工质量、推进进度等都是监督
重点。”平湖市林埭镇纪委书记凤豪鹏
说，徐家埭村是远近闻名的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建设项目涵盖美丽乡村、棒
球文旅等领域。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强力引擎，这些项目自落地起，就被
纳入了村监察工作联络站的视野。

“建强村级监察工作联络站，护航
村民‘向往的生活'。”平湖市纪委市监
委有关负责人说，徐家埭村监察工作

联络站只是平湖深入推进村级监察工
作联络站往深里走、实里走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平湖强化有形监察，实施
有效联络，通过两张清单、“三会”模
式、“四加”机制，全面推进村级监察工
作联络站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全力打
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让村级监
察工作联络站成为社情民意的“收集
站”，小微权力的“监督站”，基层治理
的“检测站”。

列出两张清单，明晰监督任务。
为进一步加强监督的针对性，平湖聚
焦“上级紧盯、群众关注、资金密集、
用权风险”，全面梳理“三资”管理、工
程建设、惠农补贴等领域风险点清
单。在此基础上，每个村（社区）根据
自身实际，理出重点监督任务清单，

实施销号管理，把小微权力真正管到
小处，管到微处。以当湖街道为例，
今年以来，该街道 27 个联络站共确定
风险点清单 41 个，重点监督任务清单
63 个。

实 施“ 三 会 ”模 式 ，收 集 监 督 信
息。为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平湖实施

“三会”模式，除“廉情茶话会”外，还通
过开好“代表恳谈会”、“示范交流会”、
村级监察工作联络站站长会议等，征
求大家对村级管理的意见建议，交流
工作做法，指出问题短板。同时，各监
察联络站通过点题走访、村账答疑等
活动，及时了解收集群众诉求，打通基
层监督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平
湖市各联络站共收集意见建议 1385
条，问题解决率达到92%。

建 立“ 四 加 ”机 制 ，查 清 问 题 线
索。为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问
题，平湖推行“履职月报＋廉情直报”

“责任联挂＋片区合作”“疑难会诊＋
联合调查”“结果反馈＋公开通报”等
四个机制。据平湖市纪委市监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平湖市每个镇（街
道）都建有 2 至 3 个片区合作组，片区
内开展交叉监督和联合监督，涉及非
本村管理、上级部门管辖、全市重点工
作等方面问题，启动“疑难会诊＋联合
调查”机制，视情由镇（街道）纪（工）委
或市纪委市监委联系纪检监察室牵头
进行集体会商，并联合进行调查。今
年以来，平湖市各联络站已累计开展
重点工作片区协作联动监察 37 次，专
项监督43场。

平湖：建强村级监察工作联络站
护航村民“向往的生活”

彭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