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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珍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广 西 东 兴

市 中 等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副 校 长 ，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 京 族 独 弦 琴 艺

术自治区级传承人。

李秋梅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

铜峡市两级政协委员，青峡绣女

手工编织协会会长，宁夏回族自

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传统技艺 （编结） 代表性传承人。

李秋梅有好几个身份。

她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和青

铜峡市两级政协委员，是青峡绣女手

工编织协会会长，是吴忠市利民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同时也是青铜峡

市妇联兼职副主席，还是自治区第一

批乡村工匠名师。

手工编织是李秋梅的工作，也是

她的生命。一根钩针，一段棉线，挑

拉拽扯、灵巧翻飞，成就了她的传奇

人生。尤其是成为政协委员以后，她

以 编 织 为 “ 媒 ”， 以 委 员 会 客 室 为

“家”，推动解决很多民生问题，成为

社区群众的“娘家人”，也成为把人

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

效能的实践者。

从摆地摊到上讲台

1994 年，李秋梅从宁夏盐池县嫁

到 100 多公里外的青铜峡市。但没多

久，她和丈夫都下岗了。

人总不能闲着。李秋梅尝试了开饭馆、卖服装，但生意都不咋地。于是，她捡起

从奶奶和姑姑那儿学来的技能，盯准了手工编织这个活计，还花费 1 万多元到北

京、上海学习。最后，李秋梅把首饰卖了 3600元，摆上地摊，开始走上手工艺品的发

展路。

热爱是很奇怪的东西，之前不管做什么，李秋梅都只想着能不能挣到钱，但一

做起编织就完全不一样了。有时候做完一件作品，她才感觉到眼睛花，腰酸背疼，

手指头也肿起来了，但做的时候却完全感觉不到。

半年后，旁人口中“商场门口那个摆地摊的女人”，开始小有名气。

2009年，李秋梅凑钱开了一家纯手工制品的小店。2015年成立公司，注册“青

峡秀女”商标，借助青铜峡市妇联举办手工艺品制作技能培训班等相关政策支持，

李秋梅迅速提高了技能水平，开始能够给人授课，手工编织的名气在当地越来

越大。

2016 年 12 月，青铜峡市青峡绣女手工编织协会成立，李秋梅当选会长，在她

的努力下，协会以“协会+车间+手工女能人”的生产经营模式，带动青铜峡市黄河

楼、南苑、唐源、汉源等社区的困难群众从事手工加工生产和家政服务活动。

“一人富了不算富，带领妇女群众共同致富，才更有价值和意义。”怀着这样朴

素的想法，李秋梅面向各类困难妇女群众有针对性举办丝带绣、编织、刺绣、串珠、

家居清洁、直播带货等技能创业就业培训班。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培训达 280多期，

培训城镇居民 3 万余人次，其中培训妇女、残疾人 2.1 万余人次，带动 1200 余名城

镇居民成功就业创业。

棉线的一头是执着，一头是回馈。从摆地摊到站上讲台，从“自治区三八红旗

手”到第四届“宁夏巾帼创业之星”，李秋梅先后被评为“自治区城乡妇女巾帼科技

致富带头人”“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

李秋梅手中的一根根丝线编织的不仅是自己的梦想，更是千万家庭的希望。

在她的带动和帮助下，越来越多妇女和残疾人拿起针能绣花、拿起线能串珠、拿起

钩针能编织，用巧手编织着自己的“美丽人生”。

巧手织梦润民心

2021 年 11 月，李秋梅成为青铜峡市政协委员。一个月后，李秋梅又成为吴忠

市政协委员。李秋梅说：“作为政协委员，我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反映并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宣传党的政策、当好党委和政府的“连心桥”——

这一朴素的生活理念成为她履职的方向。

2022年 6月，在青铜峡市政协的推动下，李秋梅委员会客室正式成立。

会客室顺利“开张”，怎么才能有“生意”呢？李秋梅陷入了思考：“人民政协为

人民。为老百姓办实事总不会错。”

在青铜峡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李秋梅委员会客室建立后，首先将小区居民

反映最强烈的房屋建设、青少年缺少运动场所等问题列入重点协商事项。随着问

题的逐一解决，一时间，会客室成了社区居民的“开心室”“聊天室”，李秋梅也成了

社区群众的“娘家人”。暖意融融中，会客室逐渐成为传达政策、凝聚共识、收集社

情民意信息的有效平台。

在会客室，有社区群众反映，小区存在高空抛线、楼道内电动车充电、自行车

乱停放等问题。李秋梅将群众关心的社区环境卫生、生活服务关怀等需求写成社

情民意信息提交政协，并邀请物业公司、居民代表一起协商，寻找社区治理“金点

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民生问题。

特殊群体就业是会客室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重点。在李秋梅委员会客室，总能

见到很多残疾人的身影：七八个残障女工围成一圈，熟练地用毛线、藤条编织着背

心、玫瑰花、中国结等各式各样的物品，旁边桌子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编织成品。

“我原来没有工作，是会客室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让我学会了多种技能，有

了稳定收入，我感到很自豪。”患有精神二级残疾的杨学花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她

现在也走上讲台成了讲师，在自治区各级残联举办的活动中为残疾人讲解手工编

织的技巧。

“这些残疾人，刚开始月收入仅 20多元，现在月收入基本在 500-1200元之间，

最多的可以达到 2000多元。”青铜峡市残联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近三年来，李秋梅累计撰写了 10多件提案和多篇社情民

意信息，还开展了 10余场“有事好商量”协商活动。其中《关于提高社区文化养老服

务的建议》被评为青铜峡市政协优秀提案；《关于进一步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的

建议》的社情民意信息被自治区政协采纳，办理单位青铜峡市文广局、教育局非常

重视，目前，“非遗”进学校活动已经辐射青铜峡城市、乡村 15所学校，培养学员累

计 2.6万余人。

“都说我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其实是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从非遗传人

到政协委员，李秋梅感慨万千，她还说：今后将继续发挥自己在基层一线的优势，

积极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为当地的民生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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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

2023 年 3 月 8 日晚，全国两会委

员驻地北京友谊宾馆。伴随着悠扬的

琴声，传来阵阵深情的歌声。几个身着

民族服装的女政协委员，围坐在一位

弹奏独弦琴的女委员身旁，以快闪的

形式，用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抒发对

盛世中华的深情厚意。

那位轻抚独弦琴的委员，正是来

自广西东兴的京族全国政协委员苏海

珍。背着独弦琴上两会，是苏海珍每年

进京的“保留节目”，也成为全国两会

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梦想飞扬

苏海珍的人生，与琴结缘，与琴相

伴，已将独弦琴融入生命里。

作为中国古老的民族乐器，苏海

珍手中那张独弦琴，以“一弦能弹百种

音”而受到京族人民的喜爱。无论是逢

年过节、喜庆活动，还是日常休闲，人

们都要弹起独弦琴、唱起京族民歌，传

情达意，抒发情怀。

聚居在东兴万尾、山心、巫头三个

海岛上的京族，是中国唯一的海洋民

族。苏海珍是在海边长大的京族人。父

亲是京族诗人、作家，一生致力于挖

掘、整理京族的传统文化。母亲是京族

民间歌手，不仅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

好琴。

上世纪 80 年代，为抢救濒临失传

的京族文化，从北京领奖归来的父亲，

卖掉家里的一头肥猪，买回一台录音

机，和母亲一起唱民歌并录成磁带，放

给京族三岛的乡亲们听，以歌引歌，鼓

励乡亲放声唱京歌。也正是从那时开

始，8 岁的苏海珍开始跟母亲学习独

弦琴和京族民歌，并在心里悄然种下

一个梦想：长大后要像父母一样传承

民族文化，把京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梦想有多大，目标就有多大。多年

前，苏海珍就有一个目标：让独弦琴的

琴声传出广西，飘向海外，奏响世界。

无论求学还是择业，苏海珍都沿

着梦想的方向一路前行：考钦州地区

歌舞团，读广西艺术学校，去中央民族

大学音乐系深造，远赴越南河内音乐

学院留学……

苏海珍走得越来越远，离梦想越

来越近。

琴声悠悠，梦想飞扬。从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到日本、韩国……梦想牵

着苏海珍走向广阔舞台。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苏海珍将

梦想放得更大。无论是讨论发言，还是

面对媒体采访，她一如歌唱祖国那般，

发出履职尽责的庄严承诺：“更好地保

护和传承京族文化，做京族非遗艺术

的传承者和传播者，讲好广西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

一往“琴”深

石板路，老寨门，青山绿水间，黄

墙青瓦的民居错落有致。

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大瑶

山腹地，一个瑶族聚居的古老村落六

巷乡六巷村里，黄泥鼓舞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盘金海与同伴正在倾情表演。

鼓声起，歌飞扬。盘金海的精彩演出，

将当地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特的民族文

化展现得淋漓尽致，驻足观看的游客纷

纷鼓掌叫好。

2023 年的一个夏日，苏海珍随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调研组到金秀调研非遗

传承发展情况时，见到了盘金海。

“这只鼓代代相传，已有 500 多年历

史。”这位花白长须、年过花甲的非遗传

承人，从被烟熏得黑黄的阁楼上取下一

只长鼓，讲述黄泥鼓舞背后的故事。

讲述中，苏海珍得知盘金海单身至

今，家中尚有八旬老母，生活过得并不宽

裕，时常捉襟见肘。

即便如此，盘金海开展非遗传承却

数十年如一日，初心未改。

盘金海传承民族文化的那份赤诚，

表现在舞蹈中，也融入简短有力的话语

里：“定心坚守、用心传承民族文化，是非

遗传承人的使命。”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

的苏海珍，顿时眼中一热。

其实，在苏海珍的履职调研中，类似

的场景并不鲜见。

那些收入微薄的非遗传承人，那群

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者，用最朴素的方

式却最坚定的信仰，传承着那些民族的

瑰宝，呵护着中华文化的根脉和精神象

征，让中华文明连绵不绝，薪火相传。经

过深入调研，乃至与多位非遗传承人共

情后，苏海珍最终捧出了“沾泥土、带露

珠”的提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苏海珍呼吁加

大对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支

持，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支持力度，以便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广西故事、中国故事。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作为一名京族

女子，一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京族独弦琴

艺术的自治区级传承人，苏海珍对民族

文化有着天然的感情、深厚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

苏海珍将这种情感化作委员履职的

动力。多年来，她致力于京族传统文化的

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不断改良创新独

弦琴及其表演形式，积极进学校、进社区

开展非遗普及。至今为止，苏海珍已培训

全国各地各民族学员千余人，培养了一

支老、中、青、少独弦琴传承队伍。

2017 年暑假，刚考上大连理工大学

琵琶演奏研究生的李鹿，无意中在网上

看到苏海珍演奏独弦琴的视频，立即被

那 美 妙 音 乐 打 动 ，一 旁 的 姥 姥 也 深 受

吸引。

李鹿马上给苏海珍打电话：“我想去

跟你学独弦琴。”

“你在哪里？”苏海珍问。

“哈尔滨。”

“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学？”

“喜欢，我姥姥也喜欢，我想学来弹

给姥姥听。”

几天后，李鹿带着姥姥和妈妈，不远

千里来到东兴，跟苏海珍学习独弦琴一

个多月。

随着苏海珍知名度的提升，慕名前

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对那些真心想学

好独弦琴的人，苏海珍总是悉心指导。她

说：“唯有一直传承，才能让琴声不绝。”

一根琴弦，唱响京族文化。传承独弦

琴和京族传统文化，苏海珍身上总有使

不完的劲。

每逢京族传统节日“哈节”，百人海

滩合奏独弦琴的壮观场面，已成为当地

一张靓丽的形象名片。

2023 年 7 月 26 日，全国“四季村晚”

之“夏季村晚”示范展示点，2023 年东兴

市万尾村“京族哈节唱吉祥”民俗文化展

演活动举行，百人独弦琴表演琴声优美

动听，演奏动作整齐划一，线上线下好评

如潮。

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殊不

知，这是苏海珍在短期内创造的奇迹：召

集上百人“赶工”培训，从指法、拉压杆到

抬头都做到统一规范、标准化。

也是在这次活动上，苏海珍训练的

另一群表演京族传统节目天灯舞的演

员，也火爆出圈。那些平日里在村里干农

活、在饭店做服务员的村姑大婶，在她的

训练下翩翩起舞，堪比专业演员。

台湾艺术大学小提琴专业博士生黄

冠匀在网上看到百人独弦琴表演的视频

后，为那天籁般的琴声震撼，专程从台湾

飞过来找苏海珍学习独弦琴，并提出有

机会想参加他们的演出。

“行啊，到时你过来吧。”“你把曲目

告诉我。”无须过多言语，艺术的灵魂是

共通的。

黄冠匀把苏海珍的曲子带回去，练

习熟练后，今年“哈节”又飞到东兴，兴致

勃勃地与京族“哈妹”“哈哥”一起站在金

色的海滩上，迎着海风，联奏《山歌好比

春江水》《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

琴声响起，石榴花开。这种全国各地

各民族同胞因为独弦琴的魅力，慕名来

到东兴，穿着京族服装，与苏海珍他们用

独弦琴共同奏响民族团结曲的场景比比

皆是。

如今，黄冠匀经常给苏海珍发来他

弹奏独弦琴的视频，以及独弦琴在台湾

受到各族同胞青睐的消息。两岸同胞以

琴为媒，共谱“两岸情，一家亲”。

同唱一首歌，共谱民族情。用琴声与

歌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深

深刻在苏海珍心里。

2000 年，苏海珍随全国中华技艺展

演团去台北桃园县展演。每天演出，只要

她用独弦琴弹起《望春风》《雨夜花》那些

熟悉的旋律，围满她身旁的台湾同胞都

和着琴声一齐歌唱。

彼时，她还与展演团各族兄弟姐妹

一道，与台湾同胞边跳边唱歌曲《我们都

是一家人》，身穿各民族盛装的两岸各族

同胞载歌载舞，欢聚一堂，现场成为一片

欢乐祥和的海洋。

中国声音

2023 年 11 月，著名音乐制作人叶

云川在哈佛大学、阿尔弗雷德大学等美

国高校开展“中国音乐地图美国行”巡

回演讲及视听欣赏会讲座。在介绍中国

民歌民乐时，他说到了独弦琴，还播放

了苏海珍弹奏独弦琴和唱京族民歌的

视频。

哈佛大学的首场讲座座无虚席。台

下的听众中，正好有一个是苏海珍的学

生，那个学生马上拍照发给苏海珍。

收到大洋彼岸发来的消息，苏海珍

深感欣慰：京族优秀传统文化，就这样漂

洋过海，登上哈佛讲台。

其实，早在数年前，海外的独弦琴爱

好者就纷纷前来向苏海珍拜师学艺。如

今，她的学生早已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

学生的学生都已经在给外国人教授独

弦琴。

音乐无国界。无数国外的知音，通过

独弦琴，欣赏音乐的同时，也倾听来自中

国的声音。

让独弦琴艺术走出国门，走上国际

舞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联络情谊的

桥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着琴声传

向世界，是苏海珍的另一个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苏海珍曾受邀到日

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交流演出，积极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日本演出时，除

了弹唱京族民歌，她还弹唱日本的经典

歌曲《樱花》《北国之春》，到韩国则弹唱

《桔梗谣》《阿里郎》……每次演出，她的

琴声和歌声总能引起国外观众的共鸣，

观众都情不自禁地跟唱，音乐让大家互

动无障碍。

东兴地处中越边境，与越南芒街市

仅一河之隔。作为跨境同源民族，中国

的京族和越南主体民族语言相通，习俗

相近。每年京族“哈节”和越南芒街

“哈节”举办之际，两地民间人士都要

带着独弦琴互访庆祝，切磋琴技、交流

情谊。

苏海珍也时常在这些活动上表演独

弦琴，与越南民间艺人交流技艺，拨响

琴弦，也拨动友谊之弦。为了让两国独

弦琴爱好者能够相互交流，她介绍学生

去越南河内音乐学院深造。对来访的越

南师生，她也热情接待，并将东兴常年

举办独弦琴公益培训的经验毫无保留地

分享给他们。她以中越两国共有的独弦

琴艺术为桥梁，加强中越文化交流，让

独弦琴成为中越友谊的文化纽带。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苏海珍一

直在思考：如何进一步释放以京族独弦

琴、京族“哈节”等特色文化为代表的边

海旅游资源潜力，携手越南等东盟国家

发展跨境文旅产业，进一步惠及中越两

国人民，加深中越友谊，共享文化资源，

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中国和东盟文旅交

流合作，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和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

运共同体……

每每想到这些，苏海珍就心潮澎

湃——

“30 多年来，我一如既往在做一件

事 ，做 京 族 非 遗 艺 术 的 传 承 者 和 传 播

者。”

“我心中有个目标，要以独弦琴为桥

梁，把京族文化传播到全国、全世界！”

琴声·情深
—全国政协委员苏海珍的履职故事

本报记者 肖亮升 通讯员 潘柯君

苏海珍很忙。

每天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开展委员履职和参

加各种演出交流活动，苏海珍还要指导前来求教

的各地独弦琴爱好者。

将梦想当作事业，苏海珍过得充实。她的工

作大多与京族非遗艺术传承，京族传统文化的保

护传承和弘扬发展有关。

党的恩情似海深。她来自一个沐浴在党的阳光

下的家庭，爸爸是党员干部、京族作家。妈妈能歌

善舞还会弹独弦琴，15岁就被评为全国劳模并受邀

赴京观礼。在家庭的熏陶下，她很小就有艺术天

赋。自孩童开始，她就沿着父辈的梦想，走上了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数十年如一日。

苏海珍的梦想随着京族传统文化从一个乡村

海岛出发，走出防城港，走到广西首府南宁，走入

首都北京，最终走向国际舞台。多年来，她用心传

播京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做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守护者，促进各民族广泛交

往交流交融，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苏海珍说她最大的梦想

是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传承人，让京族的非遗艺术传得更广更远，成为中

国 56 个 民 族 音 乐 及 世 界 音 乐 百 花 园 中 一 朵 美 丽

鲜花。

乘 着 梦 想 的 翅 膀 ， 飞 得 越 来

越远，距离梦想也会越来越近。

这是梦想的力量。

梦 想 的 力 量
本报记者 肖亮升 通讯员 潘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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