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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善待动物，
用生命“温度”引来流量“热度”

本版责编 刘涛 投稿邮箱 1036639134@qq.com

走进江阴市杜鹃珠绣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
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亚娟正在手把
手地教授学员珠绣技艺，公司陈列室内摆满了五颜六
色的珠绣作品。“这件作品《想嫁的狮子》获得江苏省
南京‘艺博会’金奖。”郭亚娟自豪地向记者展示自己
的得意之作。

“盛饰衣服，皆用珠翠。”珠绣手工技艺发源于隋唐时
期，属于中国传统刺绣范畴，是古老的中国刺绣工艺中发
展出来的一个独特品种。“在专用的米格布上根据现成图
样或自主设计的各种花样图案，用多种色彩的珠粒以手工
钩绣而成的工艺礼品，典雅美观，富有底蕴深醇的东方文
化和民族魅力。” 郭亚娟告诉记者，珠绣主要有珍珠绣、
玻璃绣、亚力克钻绣、亮片绣、木珠绣等。郭亚娟以及她
的团队主要从事的是玻璃珠绣。这些细小的玻璃珠在职工
的手中能幻化出各式各样的鞋、包、手袋等精美用品和文
艺产品。

喜欢书画并颇有绘画功底的郭亚娟，自1988年开始
深入学习珠绣手工技艺。她刻苦学习、钻研创新，传承
珠绣手工技艺，1991年创办光明绣品厂，2004年成立杜

鹃珠绣有限公司，2007年被评为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珠绣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现如今，提起郭亚娟，人们
就会想起珠绣，同样，提起珠绣，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
郭亚娟。一粒粒细小的珠子被她做成了一个产业。

和所有的手工工艺品一样，珠绣也有其严谨的制作
方式及步骤。首先是打版开样，依据不同成品的版样画
好轮廓，然后切割开料。以前开料都是手裁，现如今有
了电动裁切，效率大大提升了。接着是上绑，将裁好的
版型绷紧并固定在铁框上，在绷紧的版面上画出要绣的
版样或图案，方便后续工人们穿珠。

一挑一拨，钩针一拉，珍珠连成线，再按线的形式细
细密密地排列，手法极快，这考验的是技巧和耐心。珠绣本
身就是一门兼具工艺创作与制作的手工活，不仅要有一定的
审美情趣在里面，还需要细致的耐心和品性。人们常说绣如
其人，绣工好其实是心性好，因此一颗颗小珠才能连成线
珠、一根根线珠才能组合成面，才能最终成珠绣品。过程容
不得急躁，需平稳耐心才行，珠绣成品体现的是制作者的审
美品味和做事态度。所以，郭亚娟在选择工人的时候，不仅
看中他们一双灵巧的手，还要看看他们的心性情绪，只有心

平气和，才能做出好的产
品，才能打动顾客的心。

正是因为郭亚娟耐心细
致的创造力与亲和力，她的
公司生意兴隆，订单源源不
断。珠绣产品不仅在国内走
俏，而且还销往日本、欧洲
等国家和地区。如今，网络
购物已经成为新的消费渠
道，郭亚娟也开通了网上销
售，一张张的订单带着满满
的期待与惊喜，将珠绣传统
工艺传播到各地。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促
使各行各业开始了新的转型
和升级。即便是这种带有民间色彩的手工艺品，也在不
断的与时俱进。杜鹃珠绣公司的职工们已经成为珠绣手
工技艺的传承群体，她们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完善

了平绣、叠绣、立体绣、跳绣、镂空绣、钩绣和针绣等
技法。”郭亚娟说，现在珠绣产品的款式非常丰富，原先
只局限于钱包、拎包、小饰品等产品，色彩和形式也比
较单一，但是最近几年，珠绣产品日渐丰富，涉及晚礼
服、婚纱、手袋、珠绣高跟鞋、披肩等，产品设计新
颖，手工精致，兼具民族特色，深受海内外时尚女士的
青睐。

20多年来，郭亚娟对珠绣这门手艺倾注了自己所有
的青春和热情，孜孜不倦，带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期
待，以不懈的匠心带领团队执着前行。如今，杜鹃珠绣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声名远播，郭亚娟把小小的
一粒珍珠做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使得珠绣手工技
艺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而且还为150位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其中
有50位是残疾人。公司还通过淘宝、微商、实体店、代
理点等渠道销售产品，拓展了残疾人就业渠道，为部分
残疾人提供了生活保障。郭亚娟也先后荣获了利港 “三
八红旗手”、临港新城“十大创业能手”、江阴市“暨阳
英才”等称号。

为了能把项目更好地传承，郭亚娟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每年为产品研发和人才培养投资20万元，并开展老
带新活动，让技艺娴熟的绣娘们一对一辅导新绣娘，举
办选拔比赛让优秀的绣娘脱颖而出。她还经常参加各类
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江阴市利港中心小学等多个学校
授课，开展非遗教学等传承活动；经常到各地学习交
流，并将自己在外学习的新知识新技艺整理融合，促进
珠绣手工技艺推陈出新。

“去年，第五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公示，珠绣手工技艺成功入选。这有利于更好地弘
扬珠绣技艺，自己也正在积极申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并在江苏公共文化云课堂开播珠绣技
艺公开课，让珠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释放更多的创新
能量。”郭亚娟说。 刘涛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退休不褪色，永远跟党
走。”这是1999年11月1日，孔维新在光荣退休仪
式上的诺言。一晃就是25年了，这些年来，孔维新
根据自身的专业特长、工作经验和兴趣爱好，量力
而行，团结老科技工作者，携手助力乡村振兴，做
好农业科普工作，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办好“鑫农
书屋”，提升农民素质，提振农民的精气神，先后被
评为江苏省十大杰出科普人物，全国科普惠农兴
村带头人，江苏省万名科技专家兴农富民工程优
秀专家。

孔维新串联了江阴市祝塘中学原校长郁绍
良、江苏省陶瓷研究所所长韩人杰、祝塘卫生院医
师蒋明华等9名老专家，成立了老科技工作者协
会，推出农业科普“做给农民看，讲给农民听，带着
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四大举措，掀起了农民学科
技、爱科技、用科技、懂科技的热潮。

孔维新在家门口租用了3亩地，取名“银发农
技田”，从农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引进新品种30
余个试种，成功一个，示范一个，推广一个，对老
家的房子进行整修改造，成立“农业科普四季活动
中心”，设置培训室、成果展示室、创新活动室、会
员阅览室等，根据农时季节，分别于春夏秋冬四季
进行培训学习，提升农民素质。

在省市科协支持下，创建江苏省科普惠民服
务站，把紫薯种苗和栽培技术辐射到全国6个省
市、12个地区、22个市（县）区、49个乡镇和360余
个村，帮助他们发展紫薯生产。组建了江阴市山
芋种植业协会，和全市203个紫薯种植户一起，到
沪宁沿线各城市推销紫薯产品，每年销售紫薯几
十万斤，帮助农民携手并肩奔小康。孔维新还带
着农民走南闯北，到科研单位考察学习，助力创办
家庭农场5座，培养了30余名农民土专家。

农村环境脏乱差是老大难问题。2010年初，
孔维新利用自家祖产的零星空地，改造成绿色微
景小园，种植了腊梅花、桂花、玫瑰、石榴、枇杷等，
四季有花、随处见景。从此，脏乱差的局面改善
了，昔日的垃圾场成了孩子们娱乐的场所。许多
农民朋友说：“老孔树立了榜样，发挥了老党员、老
模范的作用，推动了农民讲卫生、爱卫生。”

孔维新还把祖居进行了修缮，兴办了“鑫农书
屋”，被无锡市文化局等单位命名为无锡农家书
屋。书屋里存放了各种书籍5000余册，免费供农
民阅读学习，助力提升农民法律、科技、文化、历
史等领域知识，并委托村上老人协助负责书屋开
门运营，让农民随到随看，让书本知识触手可及。

许多农民朋友说：“老孔把精神食粮义务送给祝塘
村民，精神可嘉！”

“父母亲虽然不识字，但他们深知不识字的
痛苦，克服种种困难，也要把子女送进学校念书，
父亲先后把我和2个侄子送进学校读书，并一再
嘱托，好好念书，学好本领，做个有出息的人，报
效祖国。”

父母亲的言传身教，激励着孔维新前行的步
伐，他们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品质，永远铭
刻在孔维新心中。他下定决心，继承父母的好家
训、好家风，做一个崇德向善守礼的好公民，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感恩奋进，报答祖国和人民。孔
维新1959年参加工作，1964年就被评为南京市
先进工作者，1965年被评为江苏省先进工作者，
1976年10月调回江阴后，6次被江阴市评为先进
工作者，并当选为无锡市第九届人大代表。老伴
张玉英，学校毕业后，到偏僻农村单班独教做好老

师，管好学生，把学堂办得井井有条，深得村民和
学生爱戴。2018年9月，国家教育部、人社部为
坚守乡村教育三十年，为乡村教育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的张玉英颁发荣誉证书。

好的家风、家训要传承下去！孔维新身体力
行，以自己厚重的人生阅历影响人、激励人，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身边群众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文明素
质，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共建和谐社会
贡献光和热。

现如今，年过七旬的孔维新虽然耳朵聋了、眼
睛花了，但仍然坚持学习，继续前进。他购买助听
器、袖珍收音机，听新闻，知晓国家大事全，保持
头脑清醒方向明，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退休不褪色，感恩奋进，永
远听党话、跟党走，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
新实践，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唯欣

今年清明3天小长假，南京红
山动物园游客接待量，在全市景区
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夫子庙、钟山、
玄武湖，并且接待量创历史新高，与
上海迪士尼的日均客流量，可谓不
相上下。

曾经，因受疫情影响，红山动
物园闭园51天、收入归零。而在
这个清明小长假，这座动物园以
其独特的魅力，再次成为了公众
关注的焦点。这一成就的取得并
非偶然，是该园多年来坚持善待
动物、用心服务的结果。

在这座动物园里，动物不再
是被关在狭小空间里的“困兽”，
而是拥有足够探索空间的自由生
灵。每一只动物都有自己的名
字，它们不仅得到了妥善的照料，
更在人们的关爱下展现出了健康
自信的风采，园区里多年前就取
消了动物表演和动物投喂，更是
体现了对动物权益的尊重和保
护。

正如园长沈志军所言，好的
动物园不仅仅是花钱看动物的地
方，更是让人们学会看待动物、尊
重生命的地方。红山动物园通过
一系列人性化的服务，将人与动
物之间的距离拉近，让游客在欣
赏动物之美的同时，也能深刻体
会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感受到
那份深沉而真挚的生命关怀，从
而在游客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情
感共鸣。

与此同时，将产品与服务做
到极致化，是红山动物园成功的
另一关键。园方不断创新服务方
式，提升游客体验，这里40元一张
的门票，已14年未涨价；通过线上

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让更
多无法亲临现场的游客也能领略
到动物们的风采；推出个性化定
制服务，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参观
购物需求。

从门票价格到园区设施，从
导览服务到互动项目，每一个细
节都体现了园方的用心与匠心。
这种对产品的精益求精，让红山
动物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
而出，成为了游客们心中的首选
之地。

红山动物园用生命“温度”引
来流量“热度”，这是一种深刻的
人文关怀与情感共鸣的体现，它
的出圈，是人们对其善待动物、用
心服务的有力回应。这告诉我
们，只有真正尊重动物、善待动
物，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与喜爱，
才能让动物园成为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乐园。同时，它的成功也
提醒我们，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
天，我们更应该关注人与野生动
物的关系，寻找和谐共处的途径。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红
山动物园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我们
带来了一份关于尊重生命的深刻
启示。这不仅是红山动物园的成
功，更是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的提升。让我们期待更多的公众
游览园区景点，能够像红山动物园
一样，用生命的温度去感化人心，
用服务的热度去拥抱社会，共同构
建更加和谐美好的人与自然关
系。 宋波

孔维新奔忙在田间地头

孔维新: 发挥余热践初心 桑榆未晚助振兴

珠锈作品

郭郭亚娟:珠光宝气“绣”出风华风华

郭亚娟在开展“非遗”教学

郭亚娟在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