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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扫帚扎制技艺成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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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之初，广德扫帚扎制技艺就为很多

山区农户增加了收入，甚至成为一家人的主要

经济来源。而今如何将独特的非遗资源转化

为群众增收的新门路？这些年，曾伟凭借敏锐

的市场嗅觉，探索出一条“非遗＋产业”的道

路，让村民端上了非遗饭碗，实现家门口就业、

指尖上增收。“学一到两年可以成为熟练工，一

天能扎制40把扫帚，按每把4块钱算，一天下

来就是160元。”曾伟说。

在扎制扫帚过程中，曾伟对扫帚的造型不

断创新——

一款常用于乔迁安宅的“如意扫帚”选用

亚麻丝为主材，帚头被分为一小捆一小捆的，

每一小捆上都用红线捆绑装饰，帚柄尾部又串

上红色中国结；在日本销路极好的芒草扫帚，

工人用蓝印花布在帚柄和帚头的连接处裹紧，

为土扫帚“扮”上了“日系风”……正是曾氏非

遗传承人秉承“工匠”精神，让这样一把看似不

起眼的芒草扫帚，走出了国门，风靡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

曾伟坦言，传统土产品想要“活下去”，就

必须与时俱进，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不同国

家和地区客户的习惯对基础产品做调整。“比

如在欧洲卖得很好的高粱扫帚，一般用来扫大

街，整体很大。我们特地引进了扎扫帚机，选

用高粱草为原材料，使用半机械半人工的方式

扎帚头，确保帚头密度够高，扫帚的清洁能力

更强。”

曾伟还与负责原材料处理的鲁琼、扎制师

傅金卫勇、闫小平等传承人，以扫帚为起点向

同类产品开发、延伸，并同步开通了线上销售

平台。在曾氏保洁品电商平台——“艺之初”

网店，传统的鸡毛掸子一改当初模样，将鸵鸟

羽毛染成绿色，并配上孔雀翎、紫竹杆子，十分

精美；洗锅刷则采用天然棕榈手工编制而成，

手柄更是精益求精，用铜丝紧紧缠绕，“颜值”

瞬间提升了几分……传统的扫帚在非遗传承

人的创新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了一件

件精美的工艺品。

一根砍伐废弃的毛竹枝丫便能制作出

两三把扫帚，糯稻稻草被编织成为稻草扫

帚……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材料得到了再利

用，成为了扫帚。“废弃的稻草一般会被烧

掉，我们回收过来可以加工成扫帚。”曾伟

告诉记者，这些稻草主要来源于贵州山区，

这曾是扶贫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当地

老百姓增收。

作为扫帚扎制技艺传承人，如何实现广德

扫帚产业的破题起势，曾伟没少下功夫：建设

了一座广德扫帚扎制技艺展示馆，建筑面积

150余平方米，有八大系列扫帚制成品300余

件，还有各历史时期的扫帚制品50余件。结

合祠山街道辖区内有许多幼儿园、中小学的实

际情况，曾伟希望可以开发出一些研学项目，

让孩子们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

一把小小的扫帚，扫净了千家万户，也扫

出了更多人的幸福生活。

﹃
土
扫
帚
﹄
越
洋
记

广
德
扫
帚
扎
制
技
艺
传
承
创
新
，产
品
出
口3

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优异的成绩背后，是她们日夜奋斗的艰辛，

是她们笔耕不辍的坚持，更是她们为实现梦想

的不懈努力。在备考的过程中，吴玉萍最大的

挑战就是自己不够自律，应对高强度学习时常

感到焦虑，后来通过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和追

踪进度，设立短期目标并奖励自己，便逐渐坚持

了下来。邓玉玲则表示，学习备考过程中，有一

个好的学习“搭子”，有时会事半功倍。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回顾

难忘、艰辛又充实的学习时光，她们都笑着说，

“痛并快乐着”。让邓玉玲印象最深刻的是学院

老师组织的送温暖活动，“一开始以为考研是一

个人的战斗，没想到学校、学院、老师们都一直

在关注着我们，给我们送了一个大礼包，里面有

一整套的考试用品，还有祝贺小卡片、小零食、

AD 钙等，真的很暖心！”

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面对即将开始

的新篇章，7 位同学感慨万分，对学校的培养、老

师的指导与帮助、家人朋友的鼓励与支持心怀

感激。“在夏令营报名阶段学业压力很重，需要

在保证学习的同时抽出时间准备保研材料，这

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王青松老师给我提供了

很多帮助，帮我修改了简历和个人陈述材料，在

准备介绍信时学院里的老师们都非常乐意提供

帮助，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乐夏帆说。

能够在学业上更进一步，学校的老师也为

她们高兴，“知道了她们录取的消息，我也特别

兴奋和开心，学生们的拼搏与努力最终有了结

果，祝贺她们！”辅导员王青松老师说道。

道 阻 且 长 ，行 则 将 至 ；行 而 不 辍 ，未 来 可

期。祝愿两个学霸宿舍的 7 位同学乘千里风、

破 万 丈 浪 ，继 续 大 步 向 前 ，在 新 的 旅 程 里 熠 熠

发光！

◇本报记者 王肖肖
叶竞文 文/图

双脚蹬地，身体后仰，一手

握紧扫帚把，一手拉着麻绳线，

每缠一道，都要用力拽上三五

下，循环反复，一个手工扎制的

扫帚便已然成型。可别小看这

小扫帚，它可是广德市级非遗。

广德扫帚扎制技艺传承人

曾伟坦言，过去从来没想到过，

这样一个扎扫帚的手艺竟然让

他成了非遗传承人。今年 45 岁

的曾伟，家中世代传承扫帚扎制

技艺，从清朝末年先祖曾照云以

扎制扫帚为生，至今已有 120 余

年。到曾伟手中，扫帚扎制技艺

已传承至第四代，经过他巧手编

出的扫帚，在继承的基础上还有

了创新。

如今，广德东南部的杨滩、

柏垫、四合、卢村、东亭等乡镇

依然有很多农户手工扎制扫帚

创收，一些规模较大的扫帚扎

制企业还把扫帚销往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等 30 余个国家和

地区。

“研”值100%——

合工大宣城校区两宿舍全员“上岸”研究生

广德市位于皖东南山区，是“中国竹子之

乡”，拥有近百万亩竹海。其南部山区盛产毛

竹，中北部丘陵地区还有丰富的茅草资源，为

扎制扫帚提供了稳定的原材料，广德扎制扫帚

技艺也就是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

清朝末年，太平军与清军在广德展开拉锯

战，导致广德十室九空。为解决人口问题，清

政府设立招垦局招募河南、湖北等地的移民迁

至广德。数十年里，一批批河南、湖北的能工

巧匠来到广德。为了谋生，一些人利用广德的

毛竹和茅草，扎制扫帚出售谋生，曾照云便是

其中之一，这便是曾氏家族扎制扫帚的起初。

民国初期，广德南部乡镇的扫帚扎制技艺

日渐成熟。老百姓将竹枝扫帚按照材质的优

劣分为金枝扫帚、二黄扫帚和老枝扫帚，同时

还出现了茅草扫帚、棕扫帚。广德市祠山街道

工作人员尹思雪说：“广德地处苏浙皖三省交

界处，位置优越。过去，一些商贾就通过浙江

长兴的泗安码头走水路把扫帚卖到苏州、无

锡、湖州等邻近地区。”

解放后，扫帚扎制发展成集体经济的一部

分，广德一些乡镇集体企业把扎制的扫帚大规

模地运往上海、杭州、南京等地销售。改革开

放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曾氏家族第四代传

承人曾伟创立了安徽省曾氏保洁品有限公司，

成为广德扫帚扎制行业的佼佼者，并在传统竹

枝、茅草、棕丝扫帚的基础上，开发出高粱草、

芦苇草、芒草等材质扫帚新品种。与市面上普

通的塑料扫帚相比，这些土扫帚有自己的优

点，比如芒草扫帚防静电、棕毛扫帚对漆面无

伤害、马鬃毛扫帚清洁能力强又不伤地板等。

2020年，广德扫帚扎制技艺被列入广德市

非遗，安徽省曾氏保洁品有限公司成为技艺保

护单位，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扫帚生产加工企

业，产品包含八大系列近百个品种，每年消耗

各类原材料达 200 吨。“扎一把扫帚要经过选

材、处理、编织捆扎、裁剪整形、制作帚柄等多

个环节。”曾伟介绍道，“扎扫帚是技术活儿，也

是体力活，必须要扎紧，不然用用扫帚就可能

散掉。”

据悉，广德慧美家商贸有限公司和安徽明

德竹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每年经销的各种手

工扫帚有20多万把，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广德扫

帚扎制技艺得以保存并流传下去。 又逢高考季，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10号楼318、316两个女生宿舍的7名同学也迎
来好消息！她们7人全员保研或考研“上岸”。

这两个学霸宿舍学生均来自于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其中：318宿舍的何晨曦、杨静雯、徐立文，分别保研至南
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316宿舍的吴玉萍、陈雨秋、邓玉玲，分别考研至广西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乐夏帆保研至西安交通大学。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学霸宿舍是怎样炼成的！

可以说，这两个宿舍的同学个个优秀！在校期

间，318 宿舍曾荣获学校“先进寝室”“党员示范寝

室”；316宿舍连续两年获得学校“先进寝室”；7名同

学更是各类获奖证书拿到手软……四年里，她们积

极参加各种竞赛，共计获得 90 余项荣誉，累计拿到

3万多元奖学金。

高中毕业后，7人以优异成绩考取大学，来到宣

城，被分入318、316宿舍成为室友。她们纷纷表示，

从全国各地而来，能在宣城相遇，已是莫大的缘分，

而相聚在一个宿舍，让她们更加珍惜这份情谊。

初入大学时，大家对未来的规划尚不明确，而在

随后的学习中，每个人的升学目标逐渐清晰起

来。在提及为什么会选择读研时，陈雨秋说，“为了

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获得更好的竞争力，选择继续

深造，获取更高学位，暂时规避就业压力，同时为自

己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大家都心怀雄心壮志，立志前往心仪的学府继

续深造，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能力，提升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我和徐立文都是保研‘上岸’的，大一成绩出

来之后，发现有机会能够保研，在之后的学习过程

中，我们都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幸运的是最终

的结果都很不错。”杨静雯说。

在确定目标之后，她们互相鼓励，相互督促，制

定好每日学习计划和目标，何晨曦除了专心钻研专

业课知识，拿到专业排名第一之外，还积极参加各种

竞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意组金奖、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校赛一等奖……各类奖项拿到手软。

“我对学术研究很感兴趣，希望通过系统的学习

和研究，提升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参加各种学术竞

赛和科研项目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的帮助，这也

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挑战，培养了我独立学习和研

究的能力。”何晨曦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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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肖肖 文/图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扫帚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