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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柳因“绣”闻名
麻柳乡位于朝天区东南部，有“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之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麻柳刺绣的发源地。

麻柳刺绣俗称“扎花”，绣制时不用底
稿，而是通过“数底布的丝线”来确定刺绣图
案的大小和位置，处处洋溢出浓郁的乡土气
息。

狮儿滚绣球、松鹤延年、蝶恋花……这
些曾经常出现在老物件上的图案花纹，如今
正通过麻柳刺绣走进画框，变为供人们欣赏
的艺术品。

2008年以来，麻柳刺绣两度作为国礼送
与外宾。

2021 年 10 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十一
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麻柳乡因
麻柳刺绣位列其中。

近年来，麻柳乡不仅组建起虞美人麻柳
刺绣协会，还打造了 18 公里的刺绣文化长
廊，规划建设了以麻柳乡场镇为中心的麻柳
刺绣小镇、麻柳刺绣传习所。

“麻柳刺绣现有区级以上传承人 12 人，
其中还有一个国家级传承人、一个省级传承
人。”在麻柳乡工作 30多年的严应国告诉记
者，在她们的示范带动下，虞美人麻柳刺绣
协会采用“公司+专合社+农户”经营模式，发
展会员 400余人，遍及 5 个村（社区）及周边
乡镇、村社，并将麻柳刺绣发展为当地农妇
增收的来源之一。

2021年，麻柳乡共有麻柳刺绣作品成品
9000余件，年产值 3000余万元。此外，该乡
以麻柳刺绣品牌为推手，带动乡内特色农产
品销售 2200 余万元，占全乡生产总值的
36.66%。

脱贫得“绣”助力

在麻柳乡虞美人麻柳刺绣协会，低头刺
绣的绣女黄维林引起了大家注意。

只见她右手拿针，左手拿布，时而数数
白色底布的格子，时而飞针走线。

34岁的黄维林是一名外嫁媳妇，圆润的
脸上或凝神、或浅笑、或思索。再走近一看，
白色底布上一只红色蝴蝶栩栩如生……

“是麻柳刺绣给我和家人的生活带来了
转变，以前可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日子。”黄维
林说，2014年因丈夫和婆婆生病，她家被识
别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其后，在麻柳刺绣国家级传承人张菊花
带领下，黄维林加入到学习麻柳刺绣的队
伍。

心灵手巧的黄维林仅用一年时间，便实
现了从帮老师穿针引线到单独完成绣品的
转变。她的刺绣作品“狮儿滚绣球”卖到了
1200元。

2016 年，在麻柳刺绣助力下，黄维林一
家成功脱贫，黄维林也被评为麻柳刺绣区级
传承人。

如今，黄维林在虞美人麻柳刺绣协会每
月能领到公益性岗位工资及值班费1400元，
再加上平时订单收入，一年收入25000元。

不只是黄维林，麻柳乡已有20余名昔日
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靠刺绣成功脱贫，并实
现了年收入超万元。

为了延长麻柳刺绣产业链，扩大销售
渠道，麻柳乡在曾家山汉王老街、皇泽
寺、明月峡等景区设立麻柳刺绣销售点，
在对外销售刺绣作品的同时，积极承接私
人刺绣订单。

“订单需求量较大时，我们充分调动会
员，特别是经济较为困难的会员和群众，一
起参与制作绣品，努力为他们多增加一些收

入。”张菊花说。

振兴靠“绣”延续
墙壁上的绣女壁画，农家窗户外定制的

镂空窗棂，街边的刺绣文化长廊……现在，
麻柳乡场镇处处都有着麻柳刺绣元素。

左手拿针，右手拿线，将蓝色线头放在
嘴里一抿，再用右手大姆指和食指轻轻一
搓，蓝线乖乖钻进针孔，随后便是绣针在麻
布上自信地上下穿梭……在村民周莲成家，
她一边操持着手中的针线活，一边和记者闲
聊起来。

周莲成感慨麻柳刺绣为她带来改变的
同时，也说出了心愿——希望能以“麻柳刺
绣”为媒，吸引更多游客到朝天及麻柳周边
旅游，“我想着开一个农家乐，游客多时主要
经营农家乐，游客少时主要抓刺绣……”

张菊花说，她的微信好友已有600多人，
进一步扩大“朋友圈”是她下一步主动融入
乡村振兴的重点。“我想开直播，让更多人认
识和爱上麻柳刺绣。”

谈到麻柳刺绣今后的发展，麻柳乡党委
书记程杰表示，“我们将在深入贯彻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中，积极探索以刺绣文化为主要
内涵的‘农旅文’融合发展新路径。通过做
大做强麻柳刺绣这个‘一村一品’，示范带动
核桃、花生、食用菌等土特产销售，努力助农
持续增收。”

当前，麻柳乡正进一步提升“刺绣小镇”
品质，加快融入曾家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
……

过去，“虞美人”们用一针一线战胜贫
困；如今，“虞美人”们正一针一线绣出美好
期许。

绣出美好未来
——朝天区麻柳乡以刺绣做靓“一村一品”
招牌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吕梅 唐彪 刘怀英 文/图

2022年广元市直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召开

在谱写新篇章中立新功
本报讯（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吕梅）2

月23日，2022年广元市直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暨纪检工作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直机关工委书
记毛端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市直机关各级党
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突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
群众”职能，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主题，以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为主
线，以干部纪律作风整顿为契机，以服务中心
大局为本职，担当实干、奋勇前进，扛稳扛牢
了机关党建重大政治责任，为广元“十四五”
实现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保障。

会议强调，要把握重点关键，坚定坚决落
实今年各项工作要求，抓实党的政治建设，持
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夯实基
层基础，持续优化政治生态，服务全市中心大
局。要强化实干实效，用心用力推动机关党
建高质量发展，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建强党务
干部队伍，特别注重改革创新，强化工作落
实。要始终保持昂扬奋进、虎虎生风的精神
状态，在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中作表率、
立新功，为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
心城市贡献机关党建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会议进行了交流发言，为 2021年度机关
党建工作目标考核先进单位等10类先进单位
和个人进行了颁奖。

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府办纪检监察组

建章立制
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本报讯（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敬梅）

2月21日，记者获悉，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府办
纪检监察组采取在学思践悟上下功夫、在服
务发展上添举措、在做实监督上谋新招、在自
身建设上促提升等举措，全力推进纪检工作
高质量发展。

把学习贯彻市纪委八届二次全会精神作
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采取集中学习、交流研
讨等多种形式，真正做到学深学透、融会贯
通，深刻领会市纪委全会的主要内容和精神
实质。进一步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充分发挥派驻监督“前哨”
和“探头”作用。

根据市纪委全会部署的2022年七大重点
工作，结合政务服务、政府采购、打造川内最
优营商环境、乡村振兴等工作实际,聚焦主责
主业，明确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画好“施工
图”，明确“时间表”，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找准服务保障中心大局的切入点和着
力点，保障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结合监督单位行业特色，主动融入业务
源头，扎实推进“蹲点式”、“嵌入式”监督，通
过“零距离”接触，做到精准发现、精准施策。
紧盯“关键少数”，实施“点穴式”督查。坚持
问题导向，督促问题整改落实，实现“靶向式”
监督，构建日常监督、专项监督、重点监督一
体贯通的监督链条。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从政治素质、业务
水平、作风建设等方面着手，全面加强规范
化、法制化、正规化建设，切实提高履职能
力。加强建章立制，提升对本组干部全方位
管理，实现八小时内外互相贯通，确保自身过
硬，严防“灯下黑”。

朝天区麻柳乡虞美人麻柳刺绣协会的绣女
正在飞针走线

2月23日8时许，平均海拔1200多米的广元市朝天区麻柳乡白
雪茫茫，街上少见行人来往，只有广场上那棵千年麻柳树傲然挺立
在白雪中。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广场另一边的虞美人麻柳刺绣协会
所在的办公室，室内明亮温暖，绣女们手捧针线一边刺绣，一边聊着
家长里短，欢快的笑声传递出了对现在生活的满足。

（紧接01版） 在十五六次征求省、市相
关部门的意见后，编者经过23次大的修
改，最终精确定为文字 16 万、图片 124
幅。同时，全书所有数据都是经过市级
权威部门核实，实现了数据最时新、最
精确。

参与有广度。为高效率推进编纂工
作，高质量完成书稿任务，成立了市委、市
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委宣传部、市扶贫
开发局、市社科联、市新闻出版局、市作家
协会、广元日报社等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
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四川脱贫攻
坚书系广元卷编纂工作组，由市委宣传部、
市扶贫开发局牵头，相关单位参与，市作家

协会负责编纂组稿工作。市扶贫开发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自
然资源局、市科技局、市司法局、人行广元
分行、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经信
局、市商务局、市以工代赈办、市住建局、市
教育局、市卫健委、市民政局、市残联、市交
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市广文旅局、市林业局、市委
宣传部等21个扶贫专项工作牵头部门和
苍溪县、旺苍县、剑阁县、青川县、利州区、
昭化区、朝天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四
县四区积极整理报送脱贫攻坚总结图文资
料。各县区、市级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编写
工作，积极参与，严格按照总体方案时间进

度组织实施，精选业务能力、写作能力、统
筹能力强的人员组建编写组，按质按量提
供书稿，确保了编写工作有序推进。

《决战贫困—四川脱贫攻坚书系·市
州卷：广元脱贫攻坚纪实》集思广益，精益
求精，不愧为精品力作，堪称广元人民战
胜贫困的典藏。

记录的昨天，展望的是明天。在 300
万人民的不懈奋斗下，千百年来戴在广元
头上的穷困“帽子”终被摘下，变成回首的
历史符号。“而今迈步从头越”，广元将开
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广元人民的智慧
和力量。

广元日报公益广告系列

广元上海两地文旅联姻
本报讯（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汪国义）2

月 23日，上海百家旅行社来广元考察文化旅
游线路。我市现场推荐了剑门蜀道三国游、
女皇故里文化游、温泉山水生态游、红色经典
缅怀游、最美乡村体验游5条文化旅游精品路
线，并发布了旅游优惠政策。

“海纳百川 开明睿智”的上海，历史悠久、
文化深厚、闻名中外，具有“东方明珠”之美
誉。“剑门蜀道 女皇故里”的广元，历史文化厚
重、旅游资源富集、生态环境优良，素有“川北
门户”“蜀道咽喉”之称。两地因不同文化旅
游资源禀赋而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且有基础
互为文化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

两地文旅推荐和交流发言环节，我市多
家旅行社发布了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生态康养
之旅，红色广元理想信念之旅，蜀道遇上九寨
沟之旅，川东北广元、广安、阆中环线之旅，川
陕蜀汉三国全景之旅等热门旅游线路，集中
推荐了“剑门蜀道 女皇故里 ”的美景、美食和
特产。

两地旅行社现场签订旅游合作协议，支
持广元作为上海市干部职工休养基地，利用
剑门关、曾家山、唐家河、昭化古城、柏林古镇
等旅游景区资源，编制休闲避暑、生态康养线
路；支持两地互创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
加强旅游业务交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市场
互建、客源互送、信息互通，达到市场共赢的
战略合作。

2 月 23 日至 28 日，来自上海的旅行社将
先后前往皇泽寺、千佛崖、明月峡、曾家山、唐
家河、剑门关、昭化古城等旅游景区，进一步
考察我市文旅资源和线路，通过密切沟通、深
化合作，共同打造精品线路、开辟旅游专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