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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龙（右一）在北京三里屯潮人
一条街为辽源民俗产品作现场直播。

◀张晓龙（左二）在东辽剪纸合作社
揭牌仪式上与剪纸手艺人互动。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夏景明 侯远鑫 摄

◀ 由 百
事公司设计、
印有东辽剪
纸图案的百
事可乐罐装
饮料和东辽
剪纸设计作
品“助阵”合
作社成立。

“妈妈制造”牵手“辽源智慧”
——“妈妈制造”+东辽剪纸民俗文化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记者 郭珍珠 于芯

◀吉林省妇联副主席许
桂兰在揭牌仪式上致辞。

◀百事亚太区首席市场
营销官叶莉（右）与“妈妈制
造”宣传大使、辽源籍著名影
视演员张晓龙（左）共同展示
东辽剪纸作品。

◀1月 4日，百事亚太区
首席市场营销官叶莉（左）、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部副主任赵光峰（右）为“妈妈
制造”东辽剪纸合作社负责人
徐海鸥（中）授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资助项目部副主任赵光峰致
辞。

▲“妈妈制造”宣传大使、辽
源籍著名影视演员张晓龙致辞。

▶1月4日，百事公司捐赠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妈妈制
造”吉林东辽剪纸合作社启动仪
式在东辽文体活动中心举行。

一张红宣纸，折上几折，再轻巧地勾勒几笔，经过
剪刀的巧妙加工，一幅独具特色、栩栩如生的剪纸作
品便呈现在眼前……

“东辽剪纸”是绝活儿、是非遗文化，又是辽源的
一张烫金名片。

然而，说是“烫金”，许多年来，东辽剪纸却犹如藏
在巷子深处的好酒，并没有变成真正的“金子”！

1月4日，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降临了！
在当天举行的“妈妈制造”东辽剪纸合作社成立

仪式上，这张烫金名片熠熠生辉、这坛好酒香飘四溢，
吸睛又吸金。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部副主任赵光峰
来了！

百事亚太区首席市场营销官叶莉来了！
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新闻媒体都来了！
东辽剪纸的手艺人更像赶集一样来到现场！她

们当场献艺，剪福字、剪窗花、剪生肖……围观者看得
饶有兴致，勾起对民俗文化的记忆，对于现场创作的
作品禁不住啧啧称赞。

那一刻，辽源人共同见证这个充满历史意义的时
刻，辽源人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喜悦、幸福和自豪的神
情！

就是这样一幅幅精致灵动的剪纸作品，乘着“妈
妈制造”公益扶贫项目的东风，将富有辽源元素的东
辽剪纸手工艺推向世界的舞台，为中国文化符号国际
化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立当天，6000张剪纸作品成为“妈妈制造”东辽
剪纸合作社的首笔订单！由百事公司国际知名设计
师设计、印有东辽剪纸图案的百事可乐罐装饮料也赶
来“助阵”，东辽剪纸的艺术魅力被活灵活现地展示出
来，成为看得到的“金子”。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贫
困妇女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巧手开启幸福之门，奔向致
富之路！

何为“妈妈制造”？
“妈妈制造”是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16年设

立的创新式公益品牌，以女性赋能及保护非遗手工艺
为目标，通过在全国精准扶贫地区建立“妈妈制造”合
作社，对贫困妇女进行手工艺技能培训，实现贫困女
性手艺人就近就地就业，使其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善贫
困生活，让“妈妈”用自己的手工劳作获得一份有尊严
的收入。

如今，“妈妈制造”已在全国 13个省建立了 45家
合作社，内容覆盖蜡染、扎染、刺绣、羊绒、剪纸、盘绣、
彝绣、藏秀、鲁秀、银饰等 20多种手工艺，为 4000余名
具备手工艺技能的女性创造了创业和就业机会。东
辽剪纸合作社是“妈妈制造”在东北三省设立的第一
家合作社。

说起“妈妈制造”进驻辽源，背后有一段充满“智
慧”的故事，这要从5个月之前说起。

2019年8月14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董葵、资助项目部副主任赵光峰在吉林省妇联副主席
许桂兰、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理事长曲慧霞和省妇女儿
童基金会秘书长李善华的陪同下，来到东丰县农民画
馆、东霖一鸣草编等地参观考察，看到展馆内陈列的
展品时，眼前一亮。

“辽源有这么多好东西！这就是‘妈妈制造’想要
的！这样的非遗传承文化，如果我们早发现，哪怕提
前一个月，我们都要把它带到英国参展。”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董葵的语气既兴奋，又夹杂着些许
遗憾。

好酒也怕巷子深。辽源的“宝贝”很多，东丰农民
画、东辽剪纸都是我们的“宝贝”。如何把这些“宝贝”
推介出去，助推文化产业，让文化产业转化为真金白
银，这一直是辽源在发展中苦苦思索的问题。这一发
展理念，与“妈妈制造”的初衷竟然不谋而合。

为了留住好项目、为了抓住好机会，市领导与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董葵一行进行了深入对
接，商讨合作意向。

辽源素有“东丰农民画之乡”“东辽剪纸之乡”的
美誉。近年来，辽源围绕“塑造地域文化体系、建设特
色文化名城”，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加快发展文化事
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拓展“文化+”的领域，探
索出文化辽源发展新路，提升文化软实力。

目标定位明确，时间就是效益。
按照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妈妈制造”的要求，

我市相关部门加快推进项目进度，明确时间表和任务
图，争取让“妈妈制造”早落实早落地，争取让“妈妈制
造”把辽源的“宝贝”早日带出辽源，带着“妈妈”的手
艺和心意、带着辽源人民的企盼向世界传播美和温
暖。

“妈妈制造”宣传大使、辽源籍著名影视演员张晓
龙有着深厚的家乡情怀。当他得知“妈妈制造”有可
能入户辽源这个消息时，立马决定在北京三里屯潮人
一条街为辽源民俗产品作一次现场直播活动。8月17
日，我市的东丰农民画、东霖一鸣草编等诸多民俗产
品出现在直播展厅里。14时30分，两个小时粉丝点击
量竟达21万余人！

这为“妈妈制造”落户辽源按下了“快进键”。
“妈妈制造”东辽剪纸合作社和东丰农民画合作

社即将落地。
从申报、选址，到培训、生产……全程高位对接、

链条式推动，在留住“妈妈制造”项目过程中，市、县党
委政府、妇联的“妈妈式”服务贯穿始终。“一定要留住
项目”是辽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事实证明，
把项目落在辽源也是“妈妈制造”的明智选择。“妈妈
制造”的落地，既赋予了辽源非遗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也重塑了“东辽剪纸之乡”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妈妈制造”吉林东辽剪纸合作社是依托“妈妈制
造”公益项目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在百事（中国）有
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以东辽县剪纸文化产品为支
撑，形成集“文创、旅游、关东特色”等元素一体的扶贫
产业链，打造吉林省一流的文化产业示范区。百事公
司作为食品饮料行业的“巨无霸”，全球每天有 2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多亿消费者在享用百事产品。成
立仪式上，百事亚太区首席市场营销官叶莉说：“多年
来，百事一直在思考如何可持续性地释放公益力量，
力求探索从物质扶贫，到‘持续造血’的公益创新模
式。这也是今年百事开启‘把乐带回家·妈妈制造’新
春公益项目的初衷。希望以‘造血式’的公益模式，帮
助到更多妈妈，为更多人带来快乐。”

仪式现场，张晓龙学着东辽剪纸手艺人的样子，
有板有眼地加入到剪纸、刻纸制作艺人当中。他说：

“作为‘妈妈制造’公益项目的宣传大使，在家乡见证
了‘妈妈制造东辽剪纸合作社’成立。希望借此机会
让更多家乡的妈妈们掌握致富方法，让家人过上更好
的生活！我相信有百事的加入，这些传统文化将被更
多年轻人看到、了解、传承，甚至热爱！”

来自安恕镇毕家村的陈玉萍很快剪好了一幅带
有福字和鲤鱼的剪纸作品。她笑着说：“合作社的成
立，让我们这些农闲在家没事儿干的妇女找到了好去
处，既能尽情地展现我们的才华，又能通过剪纸陶冶
情操，将东辽剪纸作为艺术品卖到全国各地赚钱得实
惠，我真是太开心了。”

“妈妈制造”东辽剪纸合作社负责人徐海鸥说：
“满族剪纸是东辽县重要的民间特色文化之一，又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妈妈制造’东辽剪纸合作社挂牌成
立，让村民们足不出户创业致富，还能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可谓是两全其美。合作社现有成员 40余名，
均是东辽村民。”

目前，“妈妈制造”东丰农民画合作社的调研、选
址、前期筹备已经结束，即将于 3月落户东丰，成为东
北三省第二家“妈妈制造”合作社！

今后，全市各级妇联将依托“妈妈制造”项目，大
力支持和发展东辽剪纸、东丰农民画创作。通过产品
设计提升、技能培训、搭建产销平台等，让农闲在家的
妇女在家门口灵活就业，提升新时期贫困妇女就业能
力，拓宽增收渠道，使东辽剪纸、东丰农民画非物质文
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各级党委政府和妇联组
织将不断加强对“妈妈制造”项目的监督和管理，规范
运作，有效实施“妈妈制造”项目，充分利用好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的政策扶持，学会创新，转变观念，进一
步整合资源，形成集“文创、旅游、关东特色”等元素为
一体的扶贫产业链，不断做大做强吉林东辽剪纸、东
丰农民画“妈妈制造”合作社，让非遗产品通过创新设
计活起来、让贫困妇女通过劳动参与富起来，通过发
展文创产业助力家乡辽源实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