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面展现着6头奔跑的驯鹿，动感十足，真
不敢相信兽皮能拼出如此精美图画。如果没有
人告诉我，这幅画主要是用驯鹿腿皮制作而成，
我还以为这就是一幅水墨画。”游客赞叹道。

走进讷克勒斯艺术坊，56岁的宋仕华女士
正在拼缝被列入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敖鲁古雅兽皮画，她选择出毛色深浅不一的
一块块兽皮，再用使鹿部落鄂温克人传统手法拼
缝，毛皮上几只驯鹿或立或卧，栩栩如生。

“因为是纯手工制作，花费时间较长，还要有
足够的耐心。”宋仕华说。

敖鲁古雅兽皮画传承至今已有 300多年历
史。这种技艺现已发展为利用驯鹿、马鹿、驼鹿、
狍子、熊皮等野兽毛皮，使用鹿筋线缝补拼接形
成类似绘画的一种艺术。目前，宋仕华是该项技

艺的唯一传承人。
20年前，宋仕华在博物馆第一次看到鄂温

克兽皮画创始人柳芭专注地创作一幅活灵活现
的兽皮画，那一刻，她就知道，自己要与兽皮画
结缘。

2004年，宋仕华走进使鹿部落的大山，开始
传承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一幅兽皮画都是独一无二的，制作兽皮
画没有图纸。缝制兽皮画看似不复杂，其实要靠
无数次的机缘。”宋仕华说。

近几年，她又开创新的制作工艺——兽皮剪
刻画，就是利用驯鹿皮毛色差对比，用指甲刀在
整张兽皮上作画。

“文化传承需要年轻人接力。”宋仕华希望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传承敖鲁古雅兽皮画。

巾帼号

“欢迎家人们来到直播间，现在我们看到的
是孔雀羽毛饰品制作……”9月 9日，在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蒙雀养殖专业合作社，
周海燕正在镜头前缝制孔雀羽毛，妹妹周海南
当起主播，推介自家的孔雀羽毛工艺产品。

2010年，在外地工作的周海燕萌生了返乡
养殖孔雀的念头。在全家反对声中，周海燕带
着妹妹偷偷去云南考察，并买了10只孔雀回家。

回忆当初创业的艰辛，周海燕屡遭挫折。
孔雀对温度要求很高，温度不适宜容易得病，首
批养殖的 10只孔雀陆续死亡。姐妹俩仔细琢
磨，总结养殖经验，把重心放在解决减小温差和

保证湿度的问题上，重新对雀舍的结构进行设
计和改造。

一年后，姐妹俩又买回50只孔雀，开始研究
走孔雀孵化的路子。她们走访专家、翻阅书籍，用
半年时间研制出一套科学的孔雀饲料配方，并调
整养殖管理方案。2011年，姐妹俩成立了孔雀养
殖专业合作社，其中孔雀观光园有蓝孔雀、白孔雀
和花孔雀，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近300人。

时下，走进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除了灵动
美丽的各类孔雀、耳坠、面具、捕梦网、羽毛粘贴
画等，惟妙惟肖、精致有趣的孔雀羽毛制品展示
长廊也分外吸睛。

经过14年打拼，姐妹俩的养殖规模逐渐扩
大。目前存栏蓝孔雀种鸟 300多只、幼鸟 1000
多只，还成立了集繁育、养殖、工艺品加工、标本
制作、研学等于一体的养殖基地。

创业成功后，姐妹俩带领乡亲们一起创业
增收。农闲时，给村民们免费进行孔雀养殖技
术培训，还免费发放孔雀种苗、禽类养殖药品和
饲料，并帮助大家建设雀舍。陈乌云高娃是姐
妹俩发展的孔雀养殖加盟户之一，如今已是当
地有名的致富能手，做起集观赏孔雀、餐饮为一
体的农家乐，旅游旺季月入1万元。

姐妹俩琢磨着每到孔雀换毛季，漂亮的羽毛

白白浪费很可惜，便想着带动村民一起制作孔雀
羽毛手工艺制品。周海燕到外地向老师学习技
艺，做出的工艺品美丽精致，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一些小幅作品，村民在家利用农闲时间就可以
做，最多一个月可以增收5000多元。”周海燕说。

2020年以来，周海燕姐妹俩培训羽毛工艺
品制作学员 3552人次，620人取得了技能资格
证书，累计创收800万元。如今，周海燕姐妹俩
又有了新的目标，要把自家的孔雀园打造成内
蒙古最大的孔雀养殖基地，走“公司+农户”的经
营模式，开展孔雀放飞、展示、研学、认养等活
动，让村民们参与其中，带领大家一同致富。

“孔雀”姐妹返乡创业带领乡亲致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梅刚梅刚

◎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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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风采

□本报记者 赵曦 通讯员 珍英 郭海霞

“今天，我好开心！谢谢‘爱心阿姨’给我
送来了书籍和礼物，我要好好学习，做一名全
面发展的优秀学生。”通辽市开鲁县十二分场
留守儿童依依（化名）高兴地说。

近日，开鲁县十二分场“爱心阿姨”赵喜凤
来到结对关爱的留守儿童依依家，为孩子送来
儿童读物和文具，陪伴孩子一起阅读文章，和
孩子一起做游戏，询问孩子在新学期的学习生
活情况，鼓励孩子自信、自立，健康成长。

开鲁县妇联组建“党员额吉”帮帮团、“爱
心妈妈（阿姨）”志愿服务队、人大代表“代表
额吉”志愿服务队，组织 500余名“爱心妈妈
（阿姨）”结对关爱 297名留守困境儿童，围绕
“送爱心圆梦微心愿、送智慧启迪助成长、送
温暖关爱守健康、送美德传承好家风”等开展
志愿服务行动 900余场次，发放慰问金、慰问
品价值30余万。开鲁县妇联主席于颖介绍。

近年来，自治区妇联把关心关爱留守困
境儿童作为重要职责使命，联合自治区党委
社会工作部、法院、检察院、教育厅、公安厅、
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妇儿工委办等部门，深
入落实全国妇联等九部门“爱心妈妈”结对关
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三年行动方案，启动

“温暖守护”“赋能成长”“爱心助力”计划，发
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各级妇联、巾帼志愿者
组成“爱心妈妈”巾帼志愿服务队，以就近就
便、“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等形式，开展
结对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工作，为孩子们提供
思想引领、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心理关爱、亲
情陪护、家教指导、安全守护、困难帮扶等志
愿服务，让孩子们感受家的温暖和妈妈般的
关爱。

目前，全区各级妇联已经组织招募“爱心
妈妈（阿姨）”12834 名，结对留守困境儿童
11549名。

万余名“爱心妈妈（阿姨）”
温 暖 留 守 困 境 儿 童

◎北疆巾帼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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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仕华介绍兽皮画特色宋仕华介绍兽皮画特色。。

◎巾帼韵

□本报记者 赵曦 实习生 李文宁

“家里的钱都是我挣的，你凭什么和我争
财产？！”

自恃有稳定工作的小丽拒绝与打工的小
王分割离婚财产，二人最终对簿公堂。

面对固执的小丽，呼和浩特市妇联婚调委
于大姐直言不讳：“你一点不考虑曾经的感情，
口无遮拦就全盘否定人家的付出。你是有固
定工作，但你自己对婚姻、对家庭，就百分之百
完美了吗？”

一番“带刺”之言让小丽冷静了，同意沟
通财产分割。

法官赵婧问于大姐：“用这样的‘猛药’
你不怕适得其反吗？”于大姐解释说：“就是
要敲醒‘高高在上’的当事人，把她拉回现
实，面对事实，日子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过得
舒心幸福。”

这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法院构建“法
院+妇联”联动工作机制的一个缩影。在这
里，法院与妇联携手共同预防化解婚姻家庭
纠纷的场景时时上演。

2018 年，呼和浩特市妇联成立婚调委，
并于当年入驻新城区法院开展调解工作。近
年来，新城区法院不断深化法院主导、妇联深
度参与的“法院+妇联”联动工作机制建设，
妥善办理涉家事、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逐渐
总结出家事调解“望闻问切”四步工作法。

“望”即认真审阅诉状，了解掌握案件双
方当事人矛盾的基本情况和争议焦点，做到
心中有数；“闻”即仔细听取双方当事人诉说，
从中找到化解矛盾的突破口；“问”即在法官、
调解员、当事人的多方沟通中，把握时机，以
对话形式进行疏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化干
戈为玉帛；“切”即调解工作及时切入，充分运
用调解技巧，让调解更具针对性，有效缓解了
法院办案压力，受到当事人广泛好评。

在“望闻问切”四步工作法的深度应用
下，新城区法院家事纠纷调解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自婚调委入驻以来截至 2023 年，累计
接收案件1086件，调解成功707件。

“法院+妇联”携手合作，旨在引导更多
当事人认识家庭责任、树立担当意识的同时，
有效发挥了家事调解在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纠
纷、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 法院 + 妇 联 ”
共解家事千千结

通辽市开鲁县“爱心阿姨”赵喜凤和留守
儿童依依（化名）做游戏。

““ 草 原 绣 娘草 原 绣 娘 ””白白
晶 莹晶 莹（（右右））正 在 指 导正 在 指 导
妇女刺绣妇女刺绣。。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赵赵
晶晶（（右右））与工作室成与工作室成员共同员共同
研究如何提升产品技术研究如何提升产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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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展示自己的作品游客展示自己的作品。。

历史前行的每一
步，都响彻着巾帼奋
进前行的铿锵足音。
每一位妇女都是时代
的书写人、追梦的奋
斗者！祖国北疆大
地，处处激扬巾帼之
志，她们奋勇争先、顽
强拼搏，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书写巾帼荣光。

引领服务，唱响团结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是一座理论政策‘富
矿’，我们要从做好身边实事、好事入手，帮助更多人学
习技能，实现就业创业，助力妇女奔赴美好，创造幸福
生活。”呼和浩特市巾帼志愿者协会会长王佳敏表示。

连日来，内蒙古近万名巾帼宣讲团成员深入全
区各地，发挥自身专长，联系宣讲地区和领域实际，
深入浅出把全会精神讲透彻，让广大妇女听得懂、记
得住，入脑入心，见于行动。

“要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传递到每一位
妇女身边，团结引领1170万妇女群众将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引领凝聚妇女群众为建设现
代化内蒙古，为办好内蒙古两件大事贡献巾帼智慧
和力量。”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芳说。

自治区妇联要求全区各级妇联组织，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高位部署，推进宣
讲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通过宣讲+N的方式，开
展系列宣讲活动，兴起宣讲热潮。

截至9月上旬，内蒙古各级妇联开展系列宣讲活
动3407场次，覆盖人群800万人次。

跟党奋进新征程，巾帼建功新时代。一直以来，
内蒙古引领广大妇女群众在宣传教育中践行新思
想，铸牢巾帼信仰之基，通过创新方式，走出一条品
牌化宣传+服务之路。

“妇女姊妹请坐下，细听我把党的好政策拉一
拉。母亲健康快车来村上，健康礼包就送上；妇女两
癌筛查好，姊妹身体健又康；党的温暖无限好，生活
幸福水流长……”

包头市固阳县妇联通过“拉话话”巾帼宣讲品
牌，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给妇女群众办实事的
好政策、好举措，告知给妇女群众，让大家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

问计于妇女，问需于妇女，延长宣传服务手臂。呼
伦贝尔市妇联将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移风易俗、
乡村振兴等运用新颖灵活的宣讲形式通过“行走的

妇女之家”品牌，送到牧区农区
姐妹家，温暖了姐妹心。

解决职工难题和堵点，鄂尔多斯妇联通过“点单
式”宣讲，“接单式”互动，让妇女姐妹团结得更紧密，
工作动力更澎湃。

“我奋斗·家国美”“致敬她力量”……系列品牌
主题宣传不仅让内蒙古“巾帼之音”宣传在全国唱
响，更让千万妇女姐妹凝心聚力，为“模范自治区”倍
增巾帼光华。

激发干劲，绘就奋进景

留下绿水青山，才留得住乡村美好。在热火朝
天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巾帼英姿飒爽，她们用实干担
当绘就着奋进图景。

“绿水青山是靠汗水浇灌出来的，只要有目标，
我们一定要让荒山披绿装，树上果，林下鸡，带领妇
女姐妹铺就一条生态致富路。”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
高勒镇的姜志华说。

姜志华，常年置身林地间，建设生态，收获幸
福。20年间，她已经让8000多亩荒山披翡翠，年纯
收入近百万元，带动周边村庄姐妹致富。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是关键。自治区妇联联合
自治区农牧厅开展高素质女农牧民培训，近1.7万名
妇女受益。同时联合清华大学建设乡村振兴远程教
学站32个，实现了自治区1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全覆盖。

新征程上，内蒙古1000多万妇女自觉把自身前
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自觉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融入党的奋斗目标，积极投
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洪流，融入办好内蒙古
两件大事的行动中。

抓住电商发展的新机遇，带动妇女就业创业，锡
林郭勒西乌珠穆沁旗自媒体人乌音嘎说，不仅要做
巾帼助农代言人，更要把内蒙古的风土人情推介给
更多人，让更多人认识内蒙古、爱上内蒙古。

包头一机集团数控女匠人——赵晶说，做工作
就要追求卓越。把工匠精神融入工作中，带领更多
徒弟为中国兵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是一份
责任，更是中国匠人沉甸甸的使命。

全国三八红旗手、“草原绣娘”白晶莹带领近3万
名绣娘参与蒙古族刺绣产业，不仅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更为妇女姐妹端稳技术饭碗提供了路径和平台。

芳华竞展，映照时代荣光。在乡村振兴第一线、基
层治理小单元……在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征程中，1000
多万妇女正在以强烈的责任感投身新时代伟大实践，
以拼搏奋发的激情生动展现着伟大事业建设者、文明
风尚倡导者、敢于追梦奋斗者的新时代女性风采。

保障呵护，绽放幸福花

“我捐赠100元，我也为困境母亲做点事。”
“九九公益日”期间，自治区妇联发挥联合联动

作用，号召内蒙古女企协、女科技协会、爱心妈妈协
会等女性社会组织积极贡献爱心，帮助困境女性、儿
童改善生活和学习条件，让社会充满温暖和友善，更
为社会幸福和谐增添了一份力量。据不完全统计，
内蒙古各级妇联组织已经收到“九九公益日”爱心捐
款近百万元。

家庭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妇女是家庭和谐
的纽带，更是社会和谐幸福的助推器。在锡林郭勒
盟，8年时间，张秀艳女士带领团队用专业知识和无
限爱心，耕耘“温馨驿站”——婚姻驿站，帮助无数家
庭解决婚姻矛盾。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调处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8000多件，调撤率达到79.2%，调解成
功率达到95%以上。

“我告诉孩子们，要本分做人，与人为善，把善良
的家风传承下去……”全国最美家庭代表张二玲女
士深情地说。40多年来，她用乐观的心态面对困难，
用心赡养双方老人，抚育3个子女成才成长，给予3
个智障小叔子母亲般的关爱，用真情大爱诠释着母
爱的伟大，为千万家庭作出了榜样。

无数的“她们”，是一瓣瓣“向阳生长”的花瓣 ，
给社会刻录下美丽印记，为发展注入强大活力，更为
生活增添幸福注脚。

内蒙古各级妇联组织带领广大妇女不遗余力帮
助妇女点燃梦想、追寻梦想、共筑梦想，为妇女释放
创造活力、实现自我价值搭建平台，促进妇女权益更
有保障、人生更加出彩、生活更加幸福。

内蒙古广泛建立的“妇女之家”“妇女微家”，让妇
女姐妹有了更多平台维护自身权益，参与社会治理；
积极参与法律法规制定修订，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家
家幸福安康，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我们将继续升级‘母亲健康快车’‘北疆亮姐’‘蒲
公英项目’等‘妇’字号品牌，用心用情服务广大妇女，
让千万妇女家庭生活更幸福。”王芳干劲充沛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