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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洪申 蔡冬梅 通拉嘎 梁亮 摄影报道

在 30 多岁乌兰的记忆中，“哈啾嗨”是伴随她成长的小
伙伴，母亲在灯下亲手缝制“哈啾嗨”的画面始终在她脑海
挥之不去。过去，勤劳的母亲都会给女儿用碎布头手工缝
制漂亮的小布娃娃，给娃娃缝上眉眼、穿上蒙古长袍，这些
由妈妈亲手缝制的布娃娃有个美丽的名字——“哈啾嗨”。
随着岁月的流逝，传统的“哈啾嗨”已渐渐被人们淡忘。如
今，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那达慕风情园里，乌兰经营着一
家名叫“哈啾嗨”的店铺，“哈啾嗨”被赋予了时尚的生命
力。乌兰和她的设计团队共推出了 8 个系列的“哈啾嗨”。

顾客们不仅能欣赏到风格各异的“哈啾嗨”，还能亲自参与
到“哈啾嗨”的制作过程中，感受并了解蒙古族文化的魅力。

离乌兰的“哈啾嗨”店铺不远，有一家斯琴高娃民族服
装厂。厂长田斯琴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科
尔沁服饰的代表性传承人。田斯琴成为传承人后，自觉担
当起传承民族工艺的重任，已经向社会输出优秀学员近千
人。她已经连续 3 年被通辽市妇联聘请为手工技能培训导
师，经常下基层为贫困妇女开展手工技能培训。并通过创
办蒙古族服装服饰学校，将其所掌握的民族工艺技术传授
给更多人，同时也帮助更多的下岗、待业工人重新走上致富
的道路。

乌兰和田斯琴都是通辽女手艺人电商创业联盟成员。

通辽女手艺人电商创业联盟由通辽市妇联主管，是一个为
女手艺人和女性创业者提供网络学习、营销培训、融资对
接、民族文化传播等服务项目的互动式服务平台。2016 年
3 月创建以来，联盟常态化地寻找“通辽女手艺人”，建立了
女手艺人信息库和通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信息库。

截至目前，已寻找到女手艺人 236 人，非遗传承人 144
人。通辽市妇联主席包兰芳说，通辽女手艺人电商创业联
盟主要目的是为女性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服务，比如在新
型网络营销模式和产品更新升级等方面的指导，引导手工
企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在传承民族手工技艺、弘扬民族
手工文化工作中贡献“半边天”力量。

“非遗”产品搭上电商快车

强身健体。

快乐舞蹈。

吹拉弹唱。

3月 20日，多伦县防火办工作人员正在安插防火旗，提示过往车辆行人
注意防火。进入防火戒严期以来，该县认真抓好防火宣传教育，完善防扑火
预案，加强防扑火设施和队伍建设，全面落实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责任制，做
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左鸿飞 摄

安插防火旗

3 月 20 日，二连浩特市陶力嘎查苏伊拉巴特夫妇在准备奶食品接待客人。夫妇俩经营
着一家“牧家乐”，去年收入 25 万元。为了加快新牧区建设，拓宽牧民增收渠道，增加牧民收
入，二连浩特市采取政府扶持与牧户自筹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牧民转变生产方式，通过经营

“牧家乐”“奶制品超市”以及“减羊增牛”等方式增收致富，牧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得到
显著提升。 沈宇坤 摄

“牧家乐”让牧民腰包鼓起来

3 月 20 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民警正在检查新能源车的
车架号。据了解，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快递、运输等行业都采购使用新能源车辆，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万里交通管理服务站为了方便新能源尽快上
路运行，推出了新能源车绿色通道、派专人加班加点对车辆进行查验，更好的服务新能
源车主。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通讯员 罗生利 摄

开辟绿色通道

妇联工作人员正在向田斯琴了解产品情况。

乌兰的两个孩子在玩“哈啾嗨”。

乌兰正在缝制“哈啾嗨”。

田斯琴正在选布料

。

田斯琴在指导学员。

最美不过夕阳红，虽年事已高，但老人们仍有一股年轻的气息，在社
区里、广场上，到处活跃着老年人的身影，他们唱歌、跳舞、运动，丰富着
自己的生活。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老有所乐

3 月 21 日，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喇嘛地村番
茄种植户正在大棚里翻地。喇嘛地村是自治区级贫
困村，近年来该村不断加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着力发展硬果番茄种植，全村硬果番茄种植面积达
1500 亩，占全村水浇地面积的 90%，人均纯收入达
6000 元以上，扶持带动农户 315 户。 马文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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