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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指尖技藝轉化成指尖經
濟，真正將苗繡產業發展壯
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石
佳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為產品找
銷路上，還把目光投入到國際
市場。

為此，她投入1,000萬元組建專業的設計師團
隊，收集了上萬種傳統圖案，建立數據庫，再
通過設計創新，將傳統的苗繡運用在服裝、飾
品、家居、箱包、扇子等系列文創品上，設計
出了300餘款產品，受到市場的歡迎。

石佳說服學過美術專業的姐姐石巍，放棄在
城裏的工作，去學習高級定製服裝設計。在妹
妹的影響下，姐姐石巍果斷放棄了城裏優越的
工作生活條件，學成後回到家鄉。

2018年5月，石佳帶着有姐姐設計的苗繡作品
參加巴黎國際展，受到國際知名奢侈品愛馬仕
公司設計師的青睞。石佳還參加法國波爾多業
內時裝秀，並作為非遺代表隨團出訪波蘭、捷
克、比利時等，將苗繡一次次帶出國門。2019
年4月，姐姐石巍攜七繡坊作品，在北京國際時
裝周完成獨立首秀，驚艷全場。

「我學習設計，並親自當模特，完全是幫妹
妹 圓 一 個 夢 ， 讓 家 鄉 脫 貧 ， 『 讓 媽 媽 回
家』。」石巍說。

姐姐學苗繡設計
助妹妹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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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花盤活苗繡興旺苗寨姐妹花盤活苗繡興旺苗寨
在湖南湘西花垣縣石欄鎮「讓媽

媽回家」苗繡創業培訓基地產品製

作間，30多個繡娘正聚精會神繡着

繡品，繡娘們飛針走線，一幅幅色

彩艷麗、製作精美的苗繡，在她們的手中成

形，給她們帶來穩定收入。而創辦「讓媽媽

回家」的石佳和姐姐石巍則在一側落實上半年訂單完

成情況。過去，石欄鎮青壯年遠赴外地打工，全鎮

1.9萬人，留守兒童達到1,200多人。2017年，在外

創業並且事業有成的石佳回鄉成立了湘西七繡坊苗服

飾文化公司，3年多來，通過「讓媽媽回家」公益項

目，以傳統苗繡技藝，讓苗寨近400名留守兒童的媽

媽回家「帶着娃，繡着花，養活自己又養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近年，石佳打造的「巾幗扶貧車間」、「讓媽媽回
家」等項目取得顯著成效。截至2020年底，解決建檔
立卡貧困戶145人上崗，員工累計增收1,500餘萬元、
發放貧困戶紅利50餘萬元。
隨着公司漸入佳境，石佳的心也越來越大，她表示，要不
僅「讓媽媽回家」，還要讓爸爸也回家，實現家庭大團圓。
要達成這個心願，僅靠苗繡坊已遠遠不夠，石佳決定

走多種產業融合發展之路。
她帶領繡娘們開發了「七繡姑娘的茶山」2,000畝。
今年3月，繡娘們穿着苗服，腰上挎着竹籃，採摘了今
年首批新茶。
「這片茶園是2019年種的，豐產後能帶動200人增

收。」順着石佳手指的方向，茶山一片翠綠。石佳說：
「兩個月後，我們在濟南茶城的茶葉店也將營業。」
石佳還與浙商聯合，在花垣縣工業園投資建立了鞋業

公司，聯合金仕達公司培訓了製作鞋業的鄉村男女800
多人，簽約帶動623人上崗，不到一年時間產值達到
2,000餘萬元。
同時，石佳積極通過品牌合作對接資源，打造多樣文

化旅遊項目，開發文化旅遊項目「古苗都康養谷」，現
已建成貢米、茶園、龍蝦養殖基地。
「我們在做苗繡的同時，會把苗繡元素用到農產品的

包裝上，在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發展鄉村旅遊，目的只有
一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讓爸爸也盡快回家。」石
佳說。

發展多種產業
讓爸爸也能回家

石佳的培訓基地火爆起來了，然而問題也
隨之出現。苗繡行業沒落，市場不景氣，營
銷人才引不進來，大量產品積壓，團隊開始
不穩定。為了拓寬苗繡產品銷路，石佳每周
會在基地苗繡產品展示廳進行直播，推薦繡
娘們的產品。石佳還利用自己的資源，沒日
沒夜地跑有實力的大企業，還與株洲中車集
團達成合作，最終簽下許多大單。
隨後，石佳又通過東、西部協作，在北
京、濟南、長沙等地開設了5家自營旗艦
店，石佳通過努力，公司在短短一年時間
內就完成了從投入到收益的過程，頭一
年，累計發放繡娘工資110餘萬元。
「『讓媽媽回家』是做公益，得到了政
府和愛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我才這麼快取
得成功。媽媽的回歸，不僅是家庭的團

圓，首要的，還是精神的重塑。」石佳
說。
石佳介紹，有一個重要客戶，要給英國

前首相卡梅倫送一幅苗繡，指名要公司最
好的繡娘。石佳推薦了聾啞人龍玉芝。龍
玉芝因為自身缺陷，不僅在外人面前抬不
起頭，自己的小孩也嫌棄她，讓她很自
卑。自從苗繡作品被卡梅倫收藏後，家人
們都以她為榮，龍玉芝也變得自信了，愛
笑了。
隨着銷售市場漸漸打開，石佳先後又在

花垣縣十八洞村、古丈縣墨戎苗寨以及北
京等地又開設了5家自營旗艦店。2020
年，湘西七繡坊苗服飾文化公司完成近
2,000萬元苗繡訂單。石佳也榮獲2020年
「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貧人物」稱號。

為英前首相刺繡
聾啞繡娘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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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石佳出生在湘西花垣縣山區的一戶農家，從小聰明伶俐，是當地
有名的「孩子王」，調皮貪玩卻不影響學習，
以高分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上了一年大學後，
不安分的石佳突發奇想，於2007年選擇保留學
籍，輟學創業。離開學校後，石佳先是從事個
體市場營銷，賺到了第一桶金。後來，她前往
成都發展，憑着努力和聰明才幹，很快創辦起
屬於自己的企業，且經營逐漸上道。

牽掛留守兒童 創辦苗繡基地
2017年，有十多年沒有回鄉的石佳回家探望母

親田永興，田永興對她說，鄉政府文化站的工作
人員多次來家裏，邀請石佳回家鄉投資。石佳認
為鄉里交通閉塞，通訊也不發達，人們又沒文
化，就是投資，沒有人才肯來，也沒有好的項
目。為此，母女倆一生第一次有了分歧。
田永興提出，要石佳辦一個苗繡手工作坊。

石佳拗不過母親，答應拿出200萬元（人民
幣，下同）讓母親自己去弄。她當時的想法很
單純，僅僅是出錢了母親的一個心願，至於辦
得怎麼樣，不重要。
田永興其實心裏也沒底，她只是想讓女兒盡

力幫幫村裏的孩子。在母親的要求下，石佳推
遲返回成都，在村裏四處走走看看，發現村裏
家家都有留守兒童，有的與老人住在一起，有
些將孩子寄居在親戚家。
僅1.9萬人口的石欄鎮，當時就有1,200多名

留守兒童和2,000多名病弱老人。石佳沉默了，
感到心裏有個沉甸甸的東西壓着難受。石佳曉
得那是一份責任，當即決定回家投資，建設家
鄉，幫助留守兒童的媽媽回家。
2017年7月，湘西七繡坊苗服飾文化公司正
式成立，石佳做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創辦「讓
媽媽回家」苗繡創業培訓基地。3年多來，她
共計投資1,200多萬元，聘請苗繡非遺傳承人
指導刺繡，培訓繡娘近2,000人，簽約帶動
500多人就業。

投入千萬資金 貼現培訓繡娘
40多歲的苗家繡娘向隆妍，正熟練地站在電

腦前操作一排機器，只見一排排機械手飛速在
繡布上均勻穿梭，短短幾分鐘，栩栩如生的大
金雞像要從繡布上跳下來。
向隆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她是第一批進

入「讓媽媽回家」苗繡創業培訓基地的。之
前，向隆妍在浙江打工，丈夫也常年在外地做
零工，家裏有3個小孩和公公婆婆，一家人一
年中只有春節才能團圓幾天。為了照顧3個年
幼的孩子，向隆妍第一個報名來到「讓媽媽回
家」苗繡創業培訓基地學習苗繡。由於她人勤
快聰明、手腳利索，在基地學了一段時間後，
石佳還把她送到江蘇深造。
「我淡季每個月工資收入2,000多元，忙時

6,000多元。」靠着苗繡，向隆妍每個月都有一
筆固定的收入，還能照顧3個孩子和家中長
輩，讓她很滿足。
「不是每個繡娘都像向隆妍。有些繡娘沒有

文化，接受能力也有高有低，還有剛開始的頭
兩年，光培訓費和培訓期間發放工資就投入近
千萬。」石佳說。創辦培訓班初期，由於看不
到前景，很多繡娘即便回鄉了也不肯參加培
訓。有位繡娘培訓了1天後，就向石佳提出要
發工資，說沒有工資就不參加培訓了。
石佳覺得難以理解，回家和母親說了此事，

母親卻開解她說：「這些繡娘一天不做事，就
沒有生活來源。一個繡娘雖然手上有些苗繡的
功底，但沒有三五個月，是培訓不出來的。小
半年沒收入，讓她們怎麼有心思坐下來練
習？」母親建議石佳凡是來參加培訓的，每人
每天發50元工資。石佳採納了母親的建議，這
樣，回家參加培訓的繡娘就越來越多了。
「如今，繡娘們每月有上千至1萬元不等的穩

定收入，實現了『背着娃，繡着花，養活自己養
活家』的生活。」石佳自豪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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