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21年9月10日 星期五

“为纪念路易·巴斯德诞生 200周年，恳
请您用高超的中国刺绣艺术为这位法国微生
物学家绣制一幅画像，届时恭候您的光临！”
这是湖州师范学院何晓霞刺绣学院院长何晓
霞收到来自法国的邀约。

中国刺绣伴随中华文化舞动了数千年，
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刺绣工
艺与文化，组成了庞大的“中国绣”家族。目
前，在中国已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中，刺绣类有30余项。

法国刺绣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最著名
的法国刺绣坊自1858年创始以来就和巴黎时
装周相互交融而声名远扬。法国人缘何要舍
近求远邀请何晓霞担此重任？

因为热爱所以执著

现年53岁的何晓霞，出生在辽宁沈阳的
一个刺绣世家，自幼练就刺绣功底。1986年，
何晓霞考入辽宁省工艺美术学校，在此之前，
刺绣对于她来说只是小爱好、小技能。直到
有一天，她看到一档电视节目，提到刺绣面临
断代、后继无人的危机。那一刻，何晓霞似乎
像被什么东西突然打醒了似的，“中国刺绣绝
不能后继无人，我该上场了！”她立即辞掉工
作，告诉母亲她要绣花。

何晓霞重新拿起绣花针，十年间，除了吃
饭和睡觉，她都在研究刺绣。2000年，何晓霞
成立了绣坊，发掘整理传统刺绣中的50余种
针法，在各地挑选了几十位绣娘创作绣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起，何晓霞的
《藏民一家人》《约翰》《待嫁》等一批绣品在全
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等多个大展上获得大
奖。后来，她拜苏绣大师顾文霞为师，学习刺
绣精髓，将之前所学技艺升华。但何晓霞不
拘泥于传统技法，独创横向运针针法——“扁
担针”，将西画的立体特点与绣线的折光特点
相结合，并加入美学创作和绘画元素，使构图、

光影以及针法、绣法的运用融为一体，形成了
自己的“辽绣”风格，其刺绣作品把针法运用的
犹如画笔一样自如流畅，从中能找到摄影与
绘画技法，令人对刺绣的魅力感到特别震撼。
2010年，何晓霞成为“辽绣代表性传承人”。
2012年，她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评为首届“中
国刺绣艺术大师”。

世界丝绸之源的浙江湖州，是一代绣圣
沈寿的故乡。2020年9月，湖州师范学院蚕
丝绸文化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普通高校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并与有意为中国刺
绣传承传授的何晓霞一拍即合，用何晓霞名
字命名开办刺绣学院，依托丝绸之府的地域
优势，通过蚕丝绸文化的抢救发掘、整理保
护、传承创新、交流传播，向世界讲好蚕丝绸
文化的中国故事。

攀登刺绣艺术的高峰

中国刺绣繁花似锦：苏绣色彩淡雅、绣品
精细；湘绣“绣花能生香，绣鸟能闻声，绣虎能
奔跑，绣人能传神”；蜀绣构图简练，虚实适宜，
立体感强；粤绣技艺精湛，文理清晰，绒条洒脱
……一丝一绣，都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象征。

尽管如此，但宫廷绣一直被业界认为是
中国刺绣的一座高峰。宫廷绣，是故宫制作
收藏及使用的历代刺绣珍品，绣稿一般为皇
帝审定，绣娘均是当时各地刺绣高手，故其绣
品也集各地绣法之大成。其中宫廷刺绣画级
别最高，融合了广绣、顾绣、鲁绣等艺术精髓，
题材为宫廷绣所独有，内容包含了中国历代
皇帝的作品、名人书画、中国古典诗词。

宫廷刺绣画篇幅小到册页、大至 3平方
米。由于历代传承下来的宫廷绣都是采用
天然植物及矿物质作为染色材料，不能长期
暴露在外受阳光照射及空气氧化，因而长期
存放在故宫地库中保存，使这些民族文化瑰
宝无法向世人展示与传承，为解决此问题，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织绣组专家宗凤英
教授遍访国内刺绣大师复制宫廷绣刺绣
画。2015 年，宗凤英收何晓霞为关门弟子，
将其一生总结整理的宫廷绣手稿全部传于
何晓霞，希望她能来完成复制故宫博物院中
珍藏的刺绣文物。

何晓霞带领学生经过 3年多的工作，目
前已复制出20余幅北京故宫馆藏国宝，故此
被刺绣界誉为“宫廷绣复制第一人”。

用刺绣艺术对话世界

由于在宫廷绣中一举扬名，何晓霞受邀
赴中国台湾地区及新加坡、日本、俄罗斯举办
个人绣品展，引得好评如潮。2018年，何晓霞
应邀赴法国参加第二届当代中法艺术家联
展，阿尔布瓦市长在为她颁发奖章时说：“中
国刺绣让我对艺术精品有了新的认知，不愧
为中国国粹，太神奇了。”

被法国人热爱刺绣艺术的激情所感动，
为便于向世界讲述中国刺绣故事，何晓霞发
起成立了中法文化艺术经济交流协会，阿尔
布瓦市专门腾出一栋拥有500年历史的建筑
作为协会驻地。

2019年7月，在法国举办的“全球100名
顶尖艺术家作品展”上，何晓霞把用900个小

时完成的绣品《拿破仑》呈现在世界各国艺术
家的面前，展示来自中国的传统技艺与当代
艺术碰撞出的全新作品。令人称奇的是，远
看是幅惟妙惟肖的图片、近看却是形态逼真
的绣品，“挑剔”的艺术家们在作品前瞪大眼
睛观看，不相信这是用丝线织出来的，他们大
饱眼福之后由衷地赞叹“这是精美绝伦的艺
术品”。

何晓霞说：“这并非我个人有多大能耐，而
是因为中国刺绣艺术的魅力。由此，我更坚定
了自己的刺绣教育理念，我愿意帮助更多的人
拿起绣针，绣出美好心情，绣出美丽人生。”

2022年12月27日是法国近代化学和微
生物学的奠基人、世界上第一个研究狂犬病
和炭疽杆菌的人——路易·巴斯德诞生 200
周年，届时法国将举办大型系列纪念活动，其
中一项是中法文化艺术交流大展。

如何用中国刺绣艺术的多元特性与当代
魅力，把路易·巴斯德表现得栩栩如生，如何
借助这一国际平台，用针线讲好刺绣里的中
国故事？何晓霞暑假足不出门，做足功课，她
研读了《路易·巴斯德传》《改变世界的巴斯
德》《巴斯德全集》等大量书籍资料，一直在思
索，“我要通过展示中国经典非遗——刺绣艺
术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创新，传递中国文化历
久弥新的内涵与魅力，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
艺术精粹。”何晓霞说。

左图：何晓霞教学生刺绣技法。
下图：何晓霞带领其刺绣团队用两年8个

月完成的一部巨作。作品长10.03米，宽3.03
米，由千个海底的各种鱼类、植被、藻类、贝类
等组成，正在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古家桥”是四川省宁南县白鹤滩镇（原名六城
镇）一座横跨金沙江的铁索桥，虽名不见经传，也无
厚重历史，却承载着白鹤滩镇和云南省巧家县大寨
镇两岸人民情感交融的梦想与希望。

说起建桥的原因，有一段难忘的故事。1995年
前，两岸人民交流往来主要依靠木造小船和铁索斗

（一根钢索吊一个铁框）这两种十分简易的交通运输
工具跨越金沙江，安全系数低、隐患特别大。白鹤滩
镇村民古代祥、冯保玉两人决定合资修建一座铁索
桥。在困难面前，他俩勇往直前，认真规划，千方百
计筹集资金，积极寻求社会各方面的技术支持。在
两人矢志不渝的努力下，“古家桥”于1996年11月16
日竣工。乡民们为了永远记住他们的义举，将此桥
誉名为“古家桥”。

古家桥为吊桥，由一百多条钢缆、吊杆穿过钢
索，桥台（墩）基础为钢筋混凝土桩承托，底锁由四根
4至5厘米粗的铁索横挂江面作承重底索，上铺木板
为桥面，全长145米，桥面净宽2米。远眺其外观气势
雄伟，挺立天地，近观巍呼壮哉，它是白鹤滩镇的标
志性建筑。

一座横跨金沙冮两岸的六城镇第一座铁索桥，
终于高悬于金沙江上空并投入使用，千百年来的天
堑，终于变成了通途，宁南县六城镇和巧家县大寨
镇，终于由“隔江相望”变成了“跨江融合”。

古家桥建成以来，每日以青春焕发的面貌迎接
金沙江两岸群众，成为两地乡民文化交流和贸易往
来沟通的主要渠道。自古家桥横跨于金沙江后，再
也没有出现过乡民跨越金沙江时发生安全事故，使
得交流沟通畅通无阻，赢得两岸乡亲们的由衷赞
誉。古家桥虽是一座普通的铁索桥，却彰显了一种
精神，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敢为人先的精神。

2010年6月，驰名中外的白鹤滩巨型水电站在此
建设，古家桥被征用。后来，金沙江面上很快又架起
了两座能通行大型工程车的吊跨大桥，古家桥从此
结束了它的使命而被废弃不用。

白鹤滩水电站自2021年5月竣工蓄水至7月1日
正式发电后，古家桥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古
家桥是一座满载记忆的桥，其走过的历程、发生的故
事，是白鹤滩镇历史的缩影。一座桥，见证了川、滇两
岸乡亲的情感交融，古家桥的名字将永存在金沙江两
岸人民的记忆中。

上图：记忆中的古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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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桂林银行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从整体规划到网络
建设，再到金融产品和服务下沉，在城市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中
大胆先行先试，探索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发
展道路。

下沉服务：科技赋能金融助农

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是桂林银行服务网络的“毛细血
管”。在不断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到基层的工作中，桂林银行在广西
大力构建“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打造集金融、政务、便
民等服务于一体的“三农”综合服务平台，形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的商业模式。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简称“农村服务点”）不仅
可以为村民办理基础金融业务，还能够办理水电费、社保、话费等
代缴业务。村里的农产品也可以通过服务点推荐，进入桂林银行
自主研发的电商平台和小程序，实现方便快捷的线上销售。通过
与党委、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合作，桂林银行持续赋能农村服务
点，使服务点具备了党建宣传点、农家书屋、退役军人创业就业驿
站等综合功能。

目前，桂林银行农村服务点已经覆盖广西57个县、超600个乡
镇、逾5000个行政村，辐射农村人口近2000万。

此外，桂林银行还积极发挥渠道优势，通过搭建自有电商平
台、开设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创新工作，搭建起农户、企业、商户、消
费者之间的桥梁纽带，让广西各类农产品搭上“线上+线下”销售链

出村进城，探索出一条内生式、可持续的服务乡村振兴道路，逐步
打造了一张独具广西特色的金融助农名片。

攻坚县域：向全产业链输送“动力”

2020年以来，桂林银行将近一半的新增贷款投放到县域，为县
域重大项目和园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在充分调研和业务实践基
础上，桂林银行把龙头企业作为核心，围绕全产业链发展作文章，
不断优化银行供应链金融产品和服务，让金融“血液”以龙头企业
为纽带，源源不断输送给上下游经销商、合作社和农户，培育产业
不断壮大升级。

在桂林，桂林银行围绕广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需求，为其
下游小微经销商、合作社、养殖农户提供信贷支持，不仅有力支撑
企业发展，也充分带动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融入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双丰收。

在南宁，桂林银行依托自主研发的线上供应链产品，为武鸣区
果业龙头企业提供专项融资，解决了从上游农资购买到下游销售
回款的一系列问题。

在百色，桂林银行以供应链金融产品支持百坭村果农向供应
链重点企业购买农资，促进“公司+农户”深度融合，帮助企业开拓
稳定市场，缓解种植户的资金压力。

在北海，桂林银行为合浦县的饲料公司下游发放助农金融产
品，解决饲料公司及下游经销商、养殖户等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为“海—岛—陆”相连接的全产业链渔业生产新模式提供稳定的金
融保障。

从桂北山地到北部湾，桂林银行紧紧围绕政策导向，确立了通
过支持农业产业核心龙头企业辐射农业全产业链的工作思路，充
分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强化主导和特色产业支撑。如今，全产业链
金融服务模式已被桂林银行复制推广到多个广西特色农业产业
中，既推动了农业产业稳健发展，又带动农民发家致富，取得较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技赋能：探索服务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桂林银行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通过科技赋能，推进渠道、产品和服务下

沉，构建集金融、政务、便民等服务于一体的“三农”综合服务平台，
探索出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以供应链金融为代表的创新金融业务，为桂林银行构建起县
域产业支撑体系。桂林银行将支持县域产业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
重要抓手，倾斜金融资源至县域，开发“三农”针对性贷款产品，满
足产业龙头、小微企业和农户等全方位资金需求；开展“县域攻
坚”，针对广西优势工业资源和优势农业资源重点支持一批产业龙
头项目，而且通过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吸引全国资金支持广西
乡村建设。

此外，桂林银行通过不断深化政银企合作，为乡村治理提供综
合服务，逐步形成集就业信息共享、便民特色服务、传播乡风文明
等于一体的乡村治理支持体系；通过发行乡村振兴卡，构建农村支
付结算体系；通过协助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局，合理运用技术和产
品，逐步建立农村信用体系；通过整合资源，帮助培养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的新农人，构建新农人成长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
保障。

未来2到3年内，桂林银行计划在广西完成8000家农村服务站
点建设，将服务覆盖广西约70%的乡镇和行政村。“十四五”期间，桂
林银行将投入不低于 200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乡村振兴事业，用扎
实行动实现“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坚定不移的先行者、探索者、践
行者”的目标。

数据来源：桂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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