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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是中国人的生活极具表现力的艺
术品，早在《诗经》中就有“素衣朱绣”的描
述。对河南人而言，开封汴绣家喻户晓，而
对远在哈密的维吾尔族刺绣工艺，多半会反
问一句“哈密也有刺绣”？对！刺绣作为丝
绸之路上最古老的艺术，不仅在哈密落地生
根，哈密市绣娘的作品还曾在巴黎时装周大
放异彩。哈密刺绣和中原大地有何关联，这
种刺绣有什么风格特点？“陆上丝路采访团”
来到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对这里的刺绣大
师进行了采访。

刚走进工艺站，哈密市陶家宫镇“绣郎”
卡德尔·热合曼身着自己设计、刺绣的服装，
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起哈密的刺绣情况。

说到哈密刺绣历史，还要从 1697 年说
起：哈密维吾尔族头领额贝都拉协助清军平
息蒙古准噶尔部叛乱，被敕封为“一等札萨克
达尔汗”。1698年冬奉诏进京陛见。心仪所
见刺绣的精美，额贝都拉专门请来数十名中
原绣娘为哈密维吾尔族妇女传授刺绣技艺。
多元而丰富，交融而一体，哈密刺绣由此成为
新疆传统刺绣百花园中的“牡丹”，是每一位
勤劳的维吾尔族妇女都会的一门手艺，其精
致多样的刺绣手法，独具匠心的图案设计，展
现了哈密维吾尔族妇女对美的追求。

作为哈密乃至新疆唯一的“绣郎”，卡德
尔·热合曼和刺绣这一行已打了近40年的交
道。在他看来，刺绣的美是艺术之美，是生活
之美，更是人心之美——他的从艺历程，正是
一段体现人心之美感人的故事：卡德尔·热合
曼原本是山区的牧民，从小受当裁缝的母亲和
姐姐熏陶，7岁就能自己绘画、设计刺绣图案。
但在老人的观念里，那都是女人们干的活，喜

爱刺绣的卡德尔·热合曼只能私底下悄悄绣。
2007年年底，姐姐不幸病故。姐姐在世

时，每年都会用刺绣作品送家人当新年礼
物，看到悲痛的父母，卡德尔·热合曼决心替
姐姐尽孝，并由此抛开顾虑，正式开启刺绣
之路，由此成为新疆唯一的“绣郎”，也是哈
密最好的图案设计师。

卡德尔·热合曼介绍，哈密维吾尔族刺绣
题材大多是花草动物及表现吉祥寓意的图案，
植物花卉刺绣图案有牡丹、石榴、佛手、瓜果
等，此外还有动物、天象、器物纹等刺绣图案。
刺绣技法方面大致有平绣、打籽绣、锁绣、辫
绣、盘金绣、堆绣、破线绣、钉线绣、缠绣、贴布
绣等。受中原文化影响，哈密维吾尔族刺绣针

法也多种多样，如齐针法、参差针法、阶梯针法
和散针法等较为常见。不同的技法与针法相
结合，可以形成不同的构图风格。

在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如图），记者还
见到了哈密市文化馆馆长崔建兵。他介绍，
迄今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绣品就出自青铜
时代晚期的哈密五堡墓地。丝绸之路已显雏
形时，丝绸、刺绣品、玉石、畜产品等大宗商品
贸易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盛，哈密作为丝路
重镇和战略要津，就成为重要的驻兵屯田之地，
也是多种文化交流的孔道。哈密刺绣在丝绸之
路上传承、交流、创新，也就有着悠久的历史。

2008年 6月，哈密维吾尔族刺绣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

录。现有各级传承人50人，其中国家级传承
人 1人。有刺绣企业及合作社 231家，绣娘
4000余人，熟练的绣娘有800多人。

今年37岁的热娜古丽·素批正是其中的
一名优秀代表。她 6岁开始跟母亲学习刺
绣，如今已是最年轻的哈密刺绣密作师，其
作品多次获得中国民族工艺美术“神工·百
花奖”。2015年在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向
中国定制致敬”开幕式上，热娜古丽·素批的
作品《花开了》广受瞩目，开创了哈密刺绣的
时尚先河。

古老的刺绣技艺焕发时尚光彩，精美的
刺绣作品装点美好生活。2016年 3月，国家
文化部在哈密设立全国首个传统工艺工作
站。工作站集哈密传统刺绣非遗传承人群培
养、实训、研发、成果孵化、展示、品牌导入、市
场推广等多元化功能于一体，形成了传统与
现代对接，古韵与新风交织的生动样本。

300年前中原绣娘远赴哈密
成就新疆刺绣百花园中“牡丹”

郑报全媒体记者 左丽慧 黄永东 郭仕杰 发自哈密

昨日下午，“金城”兰州，细雨霏霏。
兰州市北京华联超市二楼的兰

州茶叶批发市场，熙熙攘攘。兰州仙
茗园有限公司经理赵太伟，这个来自
信阳光山县的年轻人，一边泡着信阳
毛尖，一边向“陆上丝路采访团”娓娓
道来他在“金城”的奋斗故事。

2006年，赵太伟从信阳考入了兰
州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大学毕业后，
赵太伟没有回老家，就在兰州定居下

来，继续从事家族熟悉的茶叶生意。
赵太伟说，从 2012 年起，他开

始涉足茶叶生意。作为土生土长的
信阳人，经营毛尖显然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众所周知，信阳毛尖是中
国十大名茶之一，河南著名特产。

赵太伟说，河南人在做生意方
面，不如南方人头脑灵活，但也有自
己的优势，那就是吃苦耐劳，韧劲十
足，讲义气，守信用。刚开始经营时，

店面并不大，只有100多平方米。现
在，店面已有 300多平方米，并且最
近刚刚经过装修，经营的茶具达 60
种之多，琳琅满目。茶叶品类包括毛
尖、普洱、黑茶等，满足了多层次顾客
的需要。如今，他在兰州娶妻生子，
一家人过得还算惬意。

赵太伟说，兰州市的茶城有六
七家，规模大小不一。做生意时间
长了，他也琢磨出了一些门道。“生
意要做大，就是要把茶叶当作一辈
子的事情来做，既是做生意，也是传
播茶文化，口碑第一，信用第一。”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起源于中
国。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
用茶叶的国家。自从汉朝起，丝绸茶
叶通过蜿蜒曲折的陆上丝绸之路传入
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地区。茶，已不再
是一片简单的叶子和一类植物，不仅
仅是饮品，而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国
传统文化，一种和谐精神的代表。茶
叶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商品，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之
下，茶业界正在实现产业升级，再度复
兴中国茶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搭乘“一带一路”快车
河南土特产走向世界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赵柳影 李焱 陈冲 发自杭州

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不断
深化，释放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既为我国找
到开放发展的新空间，也给世界绘就合作共赢的新蓝图。
借助“一带一路”政策优势，河南土特产也“乘风出海”，走向
国际“大舞台”。

昨日，郑州报业集团“网上丝绸之路采访团”记者来到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杭州豫创商贸有限公司。在该公司展
览区，只见信阳毛尖、固始笨鸡蛋、新县茶油和葛根粉等河
南优质农产品琳琅满目。

据该公司董事长、浙江杭州河南商会副会长毛瑞周介绍，
杭州豫创于今年初成立，主营业务是对河南优质土特产进行
整合、挑选、品控、包装和销售，而这是他在杭州第二次创业。

2002年，怀着激情与梦想，30多岁的毛瑞周只身来到
杭州。在一家珠宝展柜制造企业，他从电工开始做起，慢慢
转向做销售。“为打开市场，我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省份，用
热情敬业和诚实守信赢得了客户认可。基于此，我开始自
己的第一次创业，于 2010年创建杭州携创展具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珠宝展柜设计、加工和销售。”毛瑞周告诉记者。

在风云变幻的商业市场，每一位创业者背后都有不为
人知的创业故事和精神支柱，毛瑞周也不例外。创业前期，
他住过地下室、小平房，上门推销时遭受过无数冷嘲热讽，
然而无论多忙多累，只要吃上一碗自己做的家乡饭，他就重
新充满了力量。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无论离得多远、走得多
久，最惦念的还是用家乡食材做的一桌好饭。毛瑞周对此
深有体会，并开启自己的二次创业历程：将河南土特产进行
深度整合，卖往全国及国际市场。

“我是信阳人，目前公司里的产品多以信阳土特产为
主，接下来，我们还将持续挖掘河南土特产市场，丰富产品
类别。”毛瑞周说，河南土特产丰富优质，不仅可以满足中国
人的味蕾，更可以走向国际“大舞台”，展示河南产品的独特
魅力。更重要的是，因为一直情系老家河南，他希望借助土
特产销售，帮助更多老乡走上致富路。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与沿线各国互通有无、优势互
补创造了新机遇，大大促进了区域贸易往来，也使得众多外
国友人纷纷瞄准中国产品。正接受记者采访时，两位棕色
皮肤的外国客人来到杭州豫创商贸有限公司送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宣传牌。原来他们是毛瑞周的合作
伙伴，来自尼泊尔的苏丹和杨洋。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苏
丹和记者聊起来。

2010年，苏丹来到杭州师范大学留学，毕业后，深爱中
国文化和美食的他决定留在杭州创业，其创立的杭州乾莱
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要做国际贸易。如今，娶了中国媳
妇儿的苏丹已经当上爸爸，并且成了“中国通”。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
我希望借助政策优势，将中国产品带回尼泊尔和其他‘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苏丹告诉记者，他在中国发现了很多好产品，
尤其是近几年经常去郑州，并与郑州几家食品机器厂、蛋托板
生产厂、环保机械厂都有深度对接合作，通过国际贸易渠道，
该公司联合巴基斯坦、泰国、越南、埃及等国家贸易公司，将郑
州产品销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了当地生产力。

“目前，我们企业已与杭州豫创商贸有限公司建立深度
合作关系，双方计划联合对河南土特产进行挖掘整合、包装
销售，共建河南产品‘一带一路直通车’销售网络。”苏丹满
怀信心地说，7月下旬，他将前往郑州举行“一带一路直通
车”合作说明会，期待认识更多郑州企业，挖掘更多河南产
品，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更多豫货走向世界。

哈密东天山隧道
让陆上丝路更顺畅
郑报全媒体记者 黄永东 左丽慧 郭仕杰 发自哈密

仅仅是一山之隔，却造就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山北
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色草原，山南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茫
茫戈壁滩——这是新疆东门户哈密境内独有的奇特景观，
这座山正是大名鼎鼎的东天山。东天山自西向东，绵延上
千公里，人们想要通行南北，只能依靠蜿蜒的山路，且全年
有一半时间因积雪封路。全长 11.76公里的东天山隧道从
山底打通后，将把经过山南山北的京新高速、连霍高速和
312国道连接在一起，不仅为行人节省了穿越东天山的时
间，更是保障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通畅。

昨日，“陆上丝绸之路哈密站采访团”来到东天山隧道工程
建设现场实地采访，为大家揭开这条“穿山隧道”的神秘面纱。

东天山是新疆哈密境内的著名地标，两侧山路是内陆
城市到新疆的重要咽喉通道。施工方介绍，哈密东天山南
北目前有三条重要的进疆大动脉，分别是山南的沪霍线，也
就是 312国道；东起江苏连云港、中间经过郑州，向西延伸
到霍尔果斯的连霍高速哈密段沿着 312国道的路线也经过
山南。此外，2019年将实现全线贯通的京新高速公路——
三条进疆路线都选在了哈密东天山南北线，充分说明这个
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地理位置之优越。

三条进疆大道在哈密境内均呈东西走向。正在修建的
东天山隧道是国道 575巴里坤至哈密段一部分。这条路南
北走向，将三条重要通道连接在一起。哈密群众今后翻越
东天山，不用再绕行省道302、省道 303两条很窄的翻山路，
可以将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减少到一个小时。往来“丝绸之
路”三条进疆通道上的大车也可以在此处实现来回转换。

采访中，记者跟随施工方中交建一公局五公司东天山
隧道项目党支部书记王修彬来到东天山隧道入口处，立刻
感到阵阵凉意：此地海拔 2000多米，温度比哈密城区要低
十几摄氏度。

2016年至今，该公司已经从山南往山北掘进了 4公里
多。在东天山另一侧，中交建一公局的另一公司正同时从
山北向山南掘进。

王修彬曾参与过陕西紫阳隧道、沪昆高铁湖南潘家湾
隧道等一些著名隧道工程，他告诉记者，为保证东天山隧道
施工既好又快，他们采用了许多机械化手段，这些施工方法
目前在全国隧道施工领域也处于领先位置。

隧道施工首先需要在岩石上凿孔，以便装填炸药。东
天山隧道施工投入上千万购买了三臂凿岩台车打孔，改变
了过去人工用风钻打孔的模式，在打孔效率上大大提升。

爆破之后的隧道洞体上有各种碎石，而且洞体不稳固，
需要立即安装支护钢架。东天山隧道施工方自行研制了立
架台车，改变了过去型钢拱架初期支护人工拼接的模式，让
工人更加安全。

支护钢架结构在爆破后的洞体内支撑起来后，需要用
混凝土喷浆，使钢结构和洞体形成稳固结构。过去这一环
节是人工持喷头去作业。东天山隧道采用了湿喷机械手，
工人只需拿着遥控器在后方操控，机械手在洞体前方代替
完成喷浆……

由于采用了这些创新性机械化手段，东天山隧道的施
工效率大大提升。预计到 2021年，隧道就能建成通车，届
时在连霍高速、京新高速、国道 312上行驶的车辆将能在这
里互相转换，当代丝绸之路上重要节点城市哈密的交通优
势将进一步凸显。

中原文化海丝文明交融碰撞
推动豫闽两地携手共享繁荣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文霞侯爱敏 宋晔 刘小涛 发自泉州

坚守古丝路重镇传播中原茶文化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曹婷 周甬 发自兰州

“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大航海时代，
曾经是泉州的高光时刻，繁荣的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为泉州这座古老的城市留下了宝贵
的海丝精神、海丝文化。在短短的三天内，
采访团一行深入泉州的大街小巷，市场厂
房，与那些当地人和新泉州人交流畅谈，深
深地感到，开放、交流，不屈不挠、持之以恒
的海丝精神，已如同顽强的榕树，深深扎根
于这片热土，枝繁叶茂，成为所有追梦者的
精神滋养、动力源泉。

海丝文化已成泉州精神脊梁
在泉州的老街——西街，仍能见到保存

完好的具有异域风格的古老建筑。沿着西
街漫步而行，两边不乏传统风格的手工艺品
店铺，老板和员工说着天书一般的闽南话，
有客人上门，马上改为普通话应答。南来北
往的人在街上穿过，吃一个“土笋冻”，喝一
杯闽南老婆婆自己煮的杨梅汁，一时让人时
空错乱。遥想 1000多年前的西街，操着不
同国家的语言、穿着异域风情服装的客商，
如云般穿梭在这条街上，那该是怎样壮观的
景象。

泉州自古宗教发达，素有“泉南佛国”之
称。西街将近尽头的地方，矗立着已有

1000 多年历史的开元寺。历经岁月洗礼、
数朝修缮，这里存留着唐代、宋代、明代等数
代的建筑风格遗迹。西街附近，还能见到清
真寺、道观、教堂，它们不仅记录了古代泉州
宗教文化的发达，更成为今日泉州颇有特色
的海丝文化符号。

海丝文明中涌动着中原力量
泉州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闻名。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
丰碑中，竟也有着中原人的一份奉献。

在泉州采访时，为探访海上丝绸之路真
正的根源，采访团一行专门驱车来到南安市
丰州镇，这里的九日山上，保留了 700多年
的“祈风石刻”，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最有力
的证明。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闽南文化和中原有
着密切关系。晋朝时中原发生“五胡乱华”，

中原人躲避战乱来到这里，他们为了缓解思
乡之情，每逢重九，就登上山顶遥望家乡，九
日山由此得名。还有当地的洛阳桥，也是中
原人为了怀念家乡而建造。今天的闽南话
就是当时中原人流传下来的方言。

时代更迭，今天的中原人沿着先祖的足
迹，再次来到这片土地，为梦想奋斗打拼，也
为泉州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泉州河南商会
会长、泉州幸鑫鞋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清芳
就是代表之一。他 2003年来到泉州，如今
的主要业务是给当地知名的运动鞋品牌做
配套，拥有 100多人的员工队伍，企业年销
售额超过 5000 万。2013 年河南商会成立
后，他带领着 500多名老乡，在这片先祖们
曾洒下汗水和血泪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不
懈奋斗，不仅收获了自己的一份骄傲，也成
为成功河南人的代表，也为泉州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贡献着中原人的力量。

豫闽两地携手共繁荣
开放无止境，前行的脚步从不会因为山

海的阻隔而停留。当河南人大批走出中原，
大批的泉州人也在走出福建，他们有一部分
人来到中原，在中原逐鹿中，海丝文明与中
原文明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碰撞、相融，成
就了豫闽两地的新传奇。

我们在泉州采访时，见到了回泉州参加
闽商大会的河南省福建商会执行会长李建
加。他是众多到中原打拼的泉州人中的佼
佼者。1989年，14岁的李建加坐火车到南
昌，再转车到郑州，一路颠簸来到中原。30
年的光阴流转，李建加与郑州一起成长，不
仅收获了丰厚的财富，也见证了城市天翻地
覆的变化。李建加说，自己在郑州找到了家
的感觉，郑州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自己
的下一代也已是地道的郑州人。

据了解，目前在郑州的福建人大约有50
多万，从事行业涉及地产、石材、陶瓷、海鲜等。

郑州与泉州，虽然相隔万里，但心相近，
情相连。伴随着豫闽两地人员的相互流动，
悠久的中原文化和海丝文明将进行更加深
度的交融，也必将开出更加璀璨的文明之
花、结出更加丰硕的发展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