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非遗编织希望，让困境女性重获尊严
潮汐女性赋能计划——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

l 品牌名称：天津市潮汐公益服务中心

l 所属行业：公益

l 执行时间：2024.01.01-12.31

l 参选类别：公益创新类



背景

• 数据痛点：根据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农村女性（农业户口）的年收入约为16419元，显著低于农村男
性（33080元/年）和城市女性（46806元/年）。8500万乡村女性因身份、家庭或身体限制，无法参与全日制劳动。

• 人群故事：
– 乡村在地女性：偏远地区和残障女性等在地群体对工作时间（碎片化）、工作地点（居家）有特殊要求，因缺乏在地劳动

机会，许多人从未获得劳动收入。
– 返村妈妈：育龄期妇女（2孩以上）从城镇返回乡村，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乡村久居4-6年，家庭抚养经济支出大，迫

切需要灵活就业机会。
– 收入分配不公平：尽管低收入地区有计件工厂等工作机会，但劳动时间过长、报酬较低，收入分配问题突出。

看见“隐形劳动人口”的无声呐喊

非遗技艺沉睡于乡土，女性潜力亟待唤醒——用非遗技能激活“居

家经济”，让她们在守护家庭的同时，收获尊严与收入。

• 核心洞察



背景

看见“隐形劳动人口”的无声呐喊

• 核心挑战

01.

尽管非遗技艺在乡村地区广泛存在，但乡村团队，尤其是偏远

山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妇女团队，因缺乏对接机制和市场运

营能力，难以实现非遗技艺的经济价值转化，导致非遗技艺传

承面临困境。

非遗技艺传承与市场转化困境 02.

乡村女性因身份、家庭或身体限制，无法参与全日制劳动，面

临无工作机会或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困境，迫切需要灵活就业机

会，但缺乏有效支持和技能培训。

乡村女性经济困境与就业限制

03.

女性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关键行动主体，其潜能的充分发挥

对推动乡村发展至关重要。然而，目前乡村女性在教育、培训、

创业等方面的支持不足，限制了她们在乡村振兴中的参与度和

贡献。

社区治理与女性参与不足乡村振兴中女性潜力未
充分发挥

0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遗文化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保护和

传承非遗文化，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尤其是将非遗技艺与

现代生活相结合，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压力



目标

• 核心目标

非遗为媒，打造乡村振兴的“柔性引擎”

赋能至少500万乡村女性，通过非遗技能实现灵活就业，助力人均月

收入提升30%-50%。



目标

• 目标群体画像

– “潮汐女性生计赋能计划”的支持对象为不能参加全日制劳动的困境女性，包括但不限于乡村留守女性、单亲母亲、重症/残障儿童母

亲、残障人群等。叠加可查询的人口数据、年龄、区域、收入、残障等指标初步估算，这个人群的数量不少于8500万，我们将这个群

体称为“隐形劳动人口”。

– “长达7年的困境女性服务经验”与“长达4年的潮汐女性赋能计

划赋能经验”，使得潮汐中心有了清晰的服务群体画像，如下：

非遗为媒，打造乡村振兴的“柔性引擎”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 创新模式：

– 线上学习+实战演练+线下工作坊：通过三种学习模式，打破地域限制，灵活适配女性碎片化时间，提高培训可及性和灵活性。

– 以“团长”带团队：孵化乡村女性带头人，形成可持续的社区互助网络，带动更多女性参与非遗手工艺制作。

– 非遗活化+市场对接：将传统技艺转化为现代消费品，打通从生产到销售的闭环，帮助乡村团队实现非遗技艺的经济价

值转化。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链接星河”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 策略三支柱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链接星河”

技能赋能
非遗传承人驻点培训，

手把手传授钩编、刺绣

等技艺，提升女性的手

工技能。

社群共建
建立女性互助社群，通

过交流提升领导力与抗

风险能力，增强女性的

社会参与度。

市场赋能
联动企业（如腾讯、

茶颜悦色）开发联名产

品，打造非遗IP，帮助

乡村女性的产品进入市

场。

• 执行路径

0
1. 深入20余省，精准定位困境女性需求。

需求调研

02.
升级非遗工坊设施，保障生产卫生与效率。

环境改造

03.
承接企业定制需求，以订单倒逼技能提升。

订单驱动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链接星河”

• 案例一：刘凤钩针编织非遗传习基地
– （1）团队概况：
团队位于湖北省麻城市夫子河镇北门村，负责人为“罗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钩编艺术”传承人。夫子河镇以满足基
本需求的小店为主，餐饮、超市等构成了当地经济的主体，男人多外出打工，当地妇女们就业机会匮乏，当地有一
家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为陪护孩子上学，妈妈们大多留在小镇上。刘凤钩编团队由陪读的乡村留守妈妈组成，也
有一些需要较大的姐妹，比如单亲妈妈、残障人士、重症患儿母亲等，她们希望可以利用闲散时间赚钱、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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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汐中心支持下，场地环境改造完成后，降低了该团队因为季节温差、外部环境对场地生产环境的干扰，实现了
团队月交付产品数量大大提升，团队成员更愿意聚集在站点内共同生产和交流，提升了团队凝聚力；优秀的环境，
有助于该团队获得更多的社区和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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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链接星河”

• 案例二：溺爱手工坊团队
• （1）团队概况：

团队位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观音滩镇。当地加工厂少，妇女没有工厂类的就业机会。团队成员多为留守妇女，有
少数单亲妈妈、残障人士。负责人刘莉自身为单亲妈妈。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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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汐中心支持下，改造后的环境设置了产品展示区，在工作分区、储物和展示空间进行了综合环境提升，内部环
境更加有序、美观，团队负责人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敢于开视频了，提升了交易的达成。
之前，负责人大部分时间陷入具体的工作细节，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她自己独自完成，没有培养团队核心管理人员。
在潮汐赋能支持后，负责人与当地政府部门链接资源，并重视与客户的沟通、发掘了客户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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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链接星河”

• 案例三：奉节橙子树夔州织女&九发守艺
– （1-1）奉节橙子树夔州织女团队概况：
团队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明月村。团队多为二胎妈妈，文化程度较低、时间碎片化、照顾家庭负担较重，而养
育二胎导致家庭经济需要较大，当地无法提供时间碎片化、地点自由的工作机会给到她们，因此团队成员想要学习
手工钩编技术，掌握手艺，实现创收。
– （1-2）九发守艺概况：
团队位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周边八村，负责人为掐丝珐琅非遗技艺传承人。团队成员有单亲妈妈、低收入妇女、
全职妈妈等，农业为她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具有季节性，没有其他非农工作机会。团队通过钩编技能学习，
搭建女性创业中心，在照顾家庭、农业收入之外，补贴一份手工收入。

潮汐中心支持团队研发新
品，以此适应更多的市场
需求。如九发守艺团队进
行了掐丝珐琅非遗的胸针
制作、奉节橙子树夔州织
女团队运用钩编生产了精
巧胸针，这些产品通过潮
汐中心的资源链接，在腾
讯2024年可持续社会价值
创新大会上成为嘉宾伴手
礼。奉节橙子树夔州织女
还链接了茶颜悦色的宠物
围脖等。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链接星河”

• 案例四：三百妞团队
– 团队概况：
团队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上江镇蛮英村，拥有火麻织布非遗。成员为本村留守女性，共计20人参与
培训，均为傈僳族，经济收入以种植业为主，家庭总收入低、抗风险差，火麻草作为非遗原材料禁止种植、非遗发
展也受到阻碍。

起初进行钩编技能学习，团队会
将线材、作业等放置地上，生产卫生
标准低。潮汐中心为其配置墙面挂置
洞洞板、花架型置物架（可放置钩编
花束）、落地收纳柜（可收纳毛线、
工具等原材料），改善其环境以适应
钩编技能学习，并保障培训、学习、
生产的卫生标准，同时当后续团队花
束制作较多时，花架型置物架可用于
作品展示，有助于团队获得更多支持。

赋能过程中，4人较熟练掌握新技
能、尝试承接并制作了月季花订单，
手工生产收入的加入丰富了原有单一
的种植性收入。

三百妞团队-地板上学习

三百妞团队-环境改善



效果与市场反馈

• 赋能成果（截至2024年）：

– 覆盖全国23省，累计培训女性12.8万人，人均月增收1200元。

– 孵化非遗工坊236个，产品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

• 社会价值：

– 降低企业人力成本：通过兼职接单的方式，帮助企业节省人力成本，提升人才利用效率。

– 提升企业ESG形象：与30+企业合作，助力品牌公益形象提升，如腾讯“SSV创新奖”。

– 社会治理：增强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的效能，优化社会治理。

– 乡村振兴：女性增收带动家庭抗风险能力提升，超60%家庭用于子女教育投入。

– 社会文化：13.5%站点位于少数民族地区，非遗技艺焕发新生，保护和传承了少数民族文化。

数字背后，是500万女性的微笑



效果与市场反馈

让潮汐的力量，涌动在每一片乡土

• 可持续性与未来规划：

– 可复制模型：

– 标准化工具包：开发《非遗工坊运营指南》《线

上培训课程库》，降低复制门槛。

– 政府-企业-公益联动：与地方政府签订战略协议，

纳入乡村振兴规划。

• 未来愿景：

– 2025年目标：新增赋能女性50万人，打造10个国

家级非遗IP。

–  长期使命：让中国乡村女性成为非遗传承与乡村

振兴的双重主角。



附：“潮汐乡村女性赋能”项目通过非遗技能培训、团队赋能支持，带动当地的收入困境女性（乡村留守女性、单亲母亲、重症/残障儿童母亲及残障人群）提升生计

水平，获得灵活收入。天津市潮汐公益服务中心也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2021年以来，“潮汐计划”对全国20余个省、市、县级非遗项目的非遗传

承人及其团队进行赋能支持（主要为手工技能类），在非遗项目活化、带动当地妇女增收、促进社区韧性生计发展等方面获得明显效果。实现乡村女性居家灵活就业和

经济独立。项目内容涵盖非遗技能培训、创业指导和社群建设，增强其经济独立性和社会参与。

“我们相信，女性的双手不仅能托起家庭，更能创造未来。”

每一针一线，都在编织更公平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