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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之处见温暖细微之处见温暖
瞳 言

几天前的一个清晨，在
小区门口等公交车时，看到
这样暖心一幕：一位负责清
扫的环卫工人，与一名独自
等车的小学生正聊得开心。
环卫工人关切地询问小学
生学校远不远，提醒他过马
路要注意安全……不一会
儿，公交车来了，小学生上
车前甜甜地和环卫工人说：

“谢谢爷爷，爷爷再见！”
还是这辆公交车，经过

一公交站牌，车长等待乘客
上下车时，一位老人在公交
站台上和司机打招呼，说自
己不坐车，就是路过这里来
看看他。原来，老人经常乘
坐这路公交车，有时候拿的
东西多，车长会帮助他上下
车，一来二去，和车长熟
了。最近一段时间，老人没
怎么出门，这天正巧路过站
牌，特意来和车长打个招呼。

类似的小事，其实经常
在我们身边发生。

清晨，走进熟悉的早餐
店，老板热情地招呼：“来

了，还是老样子？”简单的一
句话，透出的是彼此间的熟
络，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最
质朴的关怀，也让这一天有
了一个暖暖的开始。

一句问候，一声叮嘱，
都会成为我们生活中联结彼
此的纽带。即使是陌生人，
也能让这一天多了暖意。

还有邻里之间的互帮互
助，小区里组织的各种活
动……都能让人们感受到温
暖。

一个微笑、一句问候、
一次真诚的帮助，这些生活
中看似平常的点滴，汇聚成
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纽带。它
不一定轰轰烈烈，也可能隐
匿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却可
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我们应珍视那些充满温度的
瞬间，也应成为温暖的传递
者。

生活似锦，而这些温暖
瞬间则是其中纵横交错的丝
线，编织出温馨美好的生
活。

非遗非遗非遗“““针针针”””功夫功夫功夫 指尖指尖指尖“““绣绣绣”””神奇神奇神奇
本报记者 尹 超 摄影 魏志广 袁一帅

在肃宁县邵庄乡东高口村的一家戏
剧服装厂内，绣针穿梭的沙沙声穿越悠
悠时光，织出传统戏服万种风情。68岁
的赵春峰就是这针线下的织梦人，他是
剧装厂负责人，以精妙技艺，将京绣的
灵魂注入戏服经纬，以40多年的热爱延
续着戏服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一针一线皆讲究

“想要做出一件上乘的京绣戏服并不
容易，需要完成打版、画图、扎眼、绣
等多道工序，每一道都十分讲究， 比如
绣，就有打籽绣、滚针绣等多种针法。
不同的部位得用不同的针法。没有耐性
可不行。”赵春峰说。

从白纸勾勒纹样开始，赵春峰便投
入全部的专注与热情。电动针笔在纸面
游走，每一道弧线都经过反复推敲；图
案转印至面料，他会用指尖一遍遍摩
挲，确保纹路精准无误。

绣制环节是最考验人的。此时，绣
针在赵春峰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时
而轻盈如蝶，时而沉稳如山。平针绣出
工整的底色，套针晕染出自然的过渡，
打籽针则让图案更加立体。一件京绣戏
服制作完成，赵春峰脸上绽出笑容。

京绣，又称宫绣，属于手工刺绣，
起源于民间，成势于北京，是“燕京八
绝”之一。京绣有固定的风格、造型和
规律，一花一草、一鸟一兽，都被赋予
特定内涵。

京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针法是“平
金打籽”绣。这种绣法用金线盘成图
案，或结籽于其上，精致且华贵。“我们
的金线，是黄金锤箔捻成的线，用它绣
出的图案富丽堂皇、雍容华贵。”赵春峰
说。

京绣的世界，每一寸都藏着讲究。
无数个日夜，赵春峰沉浸在丝线交织的
世界里，将耐心与热爱化作一针一线的
坚守，这一守，就是40多年。

寸金寸心淬真功

赵春峰接触京绣，还得追溯到 1980
年。

彼时，北京剧装厂为了拓展刺绣加
工业务，与肃宁县邵庄乡东高口村合作
建立刺绣分厂。东高绣花厂就是与北京
剧装厂合作建立的刺绣分厂之一。建厂
前，村里派生产队的年轻人去北京剧装
厂学习。踏实、认学的赵春峰被选中，
从此，他师从京绣第三代传承人石金
栓，开启了以针为笔、以线为墨的生
活。

京绣技艺繁杂细腻，耗的是时间，
磨的是耐性，考验的是技术功底与专注

度。从在白纸上绘制刺绣纹样，到用电
动针笔临摹，再到将图案转印到面料
上，最后用各种针法绣制，每一个环节
都不容有失。看着简单，做好不易。一
尺见方的补子（指官员服装上位于胸前
和背后的方形装饰，是识别官员等级的
重要标识）就需要绣好几天，一件精品
朝袍更是需要多人合作五六个月，甚至
一年以上才能完成。

这些，赵春峰不仅不觉得辛苦，反
而乐在其中。他经常在桌子前一坐就是
半天，眼睛专注于针尖，连饭都顾不上
吃。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虚心向
老师请教，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石金栓见他如此勤奋好学，肯钻
研，人又机灵，十分喜爱，便倾囊相
授。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一年
多的刻苦学习，赵春峰熟练掌握了京
绣技艺，出师时已能独立完成复杂绣
品。

学成归来的赵春峰，成为东高绣花
厂的技术员。他将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

每一位绣工，还多次邀请石金栓等前辈
到厂指导。在赵春峰的带领下，厂里的
绣工们技艺突飞猛进，绣出的作品细腻
逼真，成为北京剧装厂的免检产品。东
高绣花厂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周边村
子的不少妇女都当起了绣娘。她们中，
有的以此为职业，长年在绣花厂内刺
绣，成为了厂内的主力军；还有一部分
妇女，则拿了样品后在家利用闲余时间
完成刺绣工作。

京绣技艺在当地得到广泛传播。

全家传承守技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赵春峰带领技
术人员为袁世海、李维康、杨春霞等京
剧名家绣制了大量剧装。这些剧装在圈
内赢得广泛赞誉。在赵春峰的精心培养
下，女儿赵爱菊，儿子赵伟亮、赵伟超
也深深爱上了京绣。

2001 年，赵春峰成立春峰剧装
厂，专注剧装生产。此后，赵春峰带

领着 3个儿女，为多家剧团复制剧装精
品，还分期分批滚动复制京剧著名流
派代表性剧装精品。同时，还参与了
为故宫复制部分宫廷刺绣文物的工
作。2017 年，肃宁京绣技艺被列入沧
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赵春峰非常欣慰。

“不过现在学的人少了，厂里的工人
也有不少转行了。”赵春峰说，为了推广
京绣技艺，他们也做了不少努力，如节
假日开放剧装厂，让村民免费参观和体
验刺绣工艺；开设免费培训班，义务授
课……

“京绣，是中国的传统技艺。这 40
多年，它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中。我有责
任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学习。”赵春峰说。

“我在这里教书育人，儿子在这里守护一方安宁，想想就觉得骄傲。”

母子接力援疆母子接力援疆母子接力援疆
本报记者 尹 超

54岁的李凤芹是任丘市教师发展中
心教师，儿子魏义28岁，是沧州市公安
局民警，母子二人先后援疆。李凤芹在
今年 1月中旬结束了为期 3年的援疆工
作，魏义仍在新疆轮台守护一方安宁。

赴轮台执教

“老师，上周我们月考了，语文作文
题目是援疆老师的故事，我把您写进作
文里了。”前几天，李凤芹又收到援疆时
曾教过的学生祖丽胡玛尔的信息，思绪
一下子回到3年前。

2022年 2月，李凤芹偶然得知援疆
的事儿，便怀着一腔热忱，加入沧州援
疆队伍，来到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轮台县第二中学执教。“我现在已经不在
一线讲课了，这次援疆，不仅能帮助轮
台县的孩子们，还能让我继续在三尺讲
台上发光发热，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李
凤芹说。

初到轮台，干燥的气候让李凤芹很
不适应，即便每天大量饮水，嘴唇依旧
干裂起皮，声音也变得嘶哑。不过，她
很快便调整好状态，全身心地投入到教
学工作中。

李凤芹带的班里有个男孩叫穆拉迪
力，基础较差，学习也缺乏积极性。为
调动起穆拉迪力的学习兴趣，李凤芹想
了个办法，让穆拉迪力负责监督不爱交
作业的同学，这一下子调动起了穆拉迪
力的学习热情。

一段时间后，穆拉迪力不仅能认真
完成任务，还经常提出自己的看法，学
习成绩也逐步提高。元旦时，穆拉迪力
给李凤芹写小纸条，称她是改变自己的
人，这让李凤芹备感欣慰。

还有个女孩叫皮罗热，英语基础很
好，但成绩却总不能尽如人意。皮罗热不
甘心，经常下课后去办公室找李凤芹问问
题。为了帮助她提升成绩，李凤芹耐心辅
导。最终，皮罗热在李凤芹离开前的考试
中取得了班级第一名。

3年时间，李凤芹送走了一个初中毕
业班，又迎来了新的初中一年级，她带
了100余名学生，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

儿子来了

李凤芹在轮台的时光，就在和孩子
们的愉快互动中，不知不觉流逝。

2024年 11月的一天，一个电话打
破了李凤芹平静的援疆生活。在沧州市
公安局工作的儿子魏义告诉她，他也要
去援疆。李凤芹既惊喜又担忧，不知儿
子能否适应援疆生活。李凤芹说：“当
时儿子说，我都在那儿能待 3年，他更

没问题！”
魏义2024年11月底到达库尔勒，培

训了一周，12月初来到轮台县公安局工
作，而此时，离李凤芹援疆结束还有一
个多月。“我和儿子在轮台也没见过几
面，工作都忙，想一起吃顿饭都得约好
几次。”李凤芹说。不过，母子二人经常
保持电话联系。在聊天中，魏义得知二
中有些孩子缺少父母陪伴，便和同事们
一起为孩子们购买零食、水果、学习用
品和新衣服，利用休息时间陪孩子们吃
饭、逛超市，给孩子们带去温暖与快乐。

双向奔赴

援疆期间，李凤芹经历了至亲离世
的痛苦。2023年12月，她的母亲被确诊
肺癌。家人为了让她安心工作，一直没
告诉她母亲的病情。

李凤芹没能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陪
伴左右，这份遗憾成为她心中永远的
痛。那段时间，李凤芹心情低落。一
天，她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堆满零
食、信件和留言条，这是孩子们送给她
无声的慰藉。“当时特别感动。”说起这
些往事，李凤芹眼中含泪。泪水中，既
有对母亲的愧疚，也有对孩子们的感激。

如今，李凤芹的援疆工作虽已结
束，但仍和很多学生保持着联系。“有的
孩子考上了心仪的高中，有的孩子说大
学要考到河北来找我，这是一场双向奔
赴的感情。”李凤芹说。

离开新疆前，她再三叮嘱儿子，要
好好工作，有时间多关心一下孩子们。
而魏义也践行着对母亲的承诺，坚守在
轮台，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延续着
这份爱与责任。

——驻村故事驻村故事

百姓故事
BAIXING GUSHI

走进南皮县大浪淀乡肖九
拨村，一排排绒花树长势喜
人。肖九拨村党支部书记于宝
昌说：“这是工作队党建联建
取得的成果，他们经过考察调
研，选定种植适应本地生长的
绒花树，不仅美化了环境，还
提高了村民收入，真是一举两
得。”

工作队党建联建，是由市
公安局工作队发起，与中国残
联、省药监局、农行沧州分
行、沧州市中心医院、南皮县
信访局的驻村工作队共同组建
党建联建工作队，为的就是携
手谋划驻村帮扶工作。

据市公安局工作队队长王
迎杰介绍，党建联建工作开
展以来，大家积极为村里办
实事：省药监局工作队宣传
推广药用植株的种植技术及
效益；农行沧州分行工作队
指导帮助各村清理坑塘；沧
州市中心医院工作队带领医
疗 专 家 为 各 村 群 众 开 展 诊
疗；市公安局工作队进村入
户将安全防范知识送到群众
身边，帮助联建工作队在村
内大量种植绒花树……

在此基础上，市公安局工
作队还主导推行驻村工作“211
工程”，即打造两支队伍：党建
联建工作队、平安爱心队；创
建农村校园安全防范品牌和帮
扶农产品特色品牌。市公安局
工作队与沧州监狱三监区共同
打造了肖九拨村“平安爱心

队”，并组织热心村民，成立
“清洁队”和“巡逻队”，分别
负责村内人居环境治理和日常
巡逻防范。去年，“平安爱心
队”成功化解了两户村民因宅
基地问题引发的纠纷。

此外，工作队还动员南皮
县相关部门以联建的方式，在
村内增设安全设施，着力打造
平安校园，对村小学安防设施
进行改造，将校园警卫室升级
改造成“平安屋”，增设门前隔
离设施、校门两侧交通提示
灯，在 5个易发事故路口安装
警示灯；联合市检察院、中级
法院、市司法局、沧州监狱、
沧州市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协
会、南皮县公安局等单位，以

“开学第一课”的形式，为学生
开展法治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
活动。

为帮助村民增收，工作队
从2023年起，引导脱贫户试种
彩麦并逐年扩大种植规模。今
年，又发动相关单位和社会力
量开展联建，共同研究提升彩
麦精细加工和推广水平。目
前，首批高标准全麦面粉已研
制完成，受到品尝人员的一致
好评。在人居环境方面，工作
队积极争取各级资金，为村里
改造污水管道 300余米，修建
污水池17个，初步实现农村生
活垃圾和污水干湿分离。“今
年，我们将扩大人居环境整治
范围，让村民的生活环境更干
净、舒适。”王迎杰说。

本报记者 袁洪丽

赵春峰俯身于桌前，绣针在阳光中划出细密的弧线，随着指尖游走，金丝蛟龙的鳞爪在绛

红缎面上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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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芹和孩子们合影李凤芹和孩子们合影。。

▲▲剧装厂工人认真制作戏服剧装厂工人认真制作戏服。。

◀◀赵春峰展示京绣戏服赵春峰展示京绣戏服。。

王迎杰王迎杰（（中中））与党建联建工作队共同开展反电诈宣传与党建联建工作队共同开展反电诈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