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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江苏省东台市西溪景区旁的
发绣厂展厅里，发绣作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
少外地游客。一名端坐在轮椅上的绣娘正一针
一线地勾勒图案，引起了大家的好奇。轮椅上
的绣娘名叫沈东凤，是这家发绣厂的厂长、高
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残疾人自强模范。

“常人做不到的，我也要努力做到”

今年64岁的沈东凤出生于东台的一个普
通工人家庭。5岁那年，她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生性好强的沈东凤哭过、闹过，但残疾已是不
争的事实。

到了上学的年龄，要强的沈东凤坚持不要
爸爸接送，她每天端着小板凳，一步一步挪进
学校，从小学一直读完高中。毕业后走上工作
岗位，在原东台县工艺品总厂做了一名女工。
1981年，沈东凤和同厂的男同事组建了家庭。
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

1983年5月，沈东凤被确诊为直肠癌，医生
告诉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切除手术。她前后做
了三次手术，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回来。然
而，有一次坐公交车，她的拐杖一滑，人重重摔

倒在车厢里，股骨当场跌断，腿里不得不安了一
块16厘米长的钢板，从这以后，轮椅便成了她生
活中永远的陪伴。

“身残志不残，做个好学生。常人能做到
的，我必须做到；常人做不到的，我也要努力做
到。”在工厂里工作的20年里，沈东凤先后做
过13次手术。面对厄运，她选择了坚强，把小
时候写的作文当成自己人生的座右铭。

下岗创业，从绣娘变成厂长

1998年年初，工厂面临破产，沈东凤和丈夫
同时下岗。常年求医问药，她家已是负债累累，
再加上夫妻双双下岗，家庭经济的困难压得他
们喘不过气来。想到正面临高考的儿子，想到日
后的生活，沈东凤愁得一连几夜睡不着。

“那时候东台发绣名气越来越大，而且我
有点儿绘画和针织的底子。”沈东凤和丈夫连
续几天进行市场调研，毅然决定自主创业。说
干就干，没多长时间，她就租了一间10平方米
的小屋，起名“东坡发绣店”，之后就正式挂牌
开张了。

万事开头难。每一幅发绣作品需要若干工

序，而沈东凤曾经从事的只是绘画工序，丈夫
是搞行政管理出身，不懂得发绣制作，开发绣
店后他们必须承担起所有的工序。为此，沈东
凤请教本地的发绣师傅，还向苏州的师傅学习
绘画技术。“发绣的面料需要拷边，我从小没有
接触过缝纫机，操作缝纫机是我面临的一大难
题。”因为残疾的右脚无法用上劲，于是她通过
左腿压在右腿上来增加重量，才得以完成这道
工序。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她终于制作出10
幅小型发绣。

“刚开始发绣十几天卖不到一幅，后来有
客户上门预订发绣了。”沈东凤日渐忙碌起来，
每天都在赶制发绣。“1998年 8月，有名客商
专程从苏州赶来东台，跑遍了东台的发绣市
场，看了我制作的产品后大为赞赏，一下子预
订了几万元的发绣。”沈东凤说，这件事她一辈
子也忘不了。

初尝战果，沈东凤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同时也鼓起了她创业办厂的决心。于是，她和
丈夫一合计，决定招收员工，扩大规模，创办发
绣厂。租房、注册商标、招收员工……就这样，
沈东凤从一名“绣娘”，转身变成了厂长，肩上
的担子也更重了。

“不能忘了以前的工友和残疾人”

“我们发展了，不能忘了以前在一起吃苦
的工友和残疾人。”在招收员工时，夫妻俩商

定，从原来一起下岗的女工中聘请了10名技
术工，市场最红火时员工达到80多人。虽然不
需要亲自拈针刺绣，但是沈东凤和丈夫的工作
更忙碌了，身兼厂长的她负责指导、验收，丈夫
负责装裱配框。

为抢占市场和开发新产品，沈东凤不断
设计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发绣佳作。1999
年，《皆大欢喜》等多件发绣作品代表东台参
加北京农业博览会；2002 年参加中国西安
（国际）文化博览会交易会；2007年，发绣作
品《八骏图》荣获江苏省首届发绣艺术精品博
览会金奖；2008年，发绣作品《溪山渔隐图》
荣获中国民间工艺精品博览会金奖。2014
年，《板桥兰竹图》等5幅作品在江苏省残疾
人书法美术工艺精品推介会上亮相……多年
来，沈东凤参加全国各大展会数十次，作品频
频在比赛中获奖。

沈东凤先后被评为东台市“残疾人创业标
兵”“最佳创业女性”，盐城市“ 十佳自强模
范”和江苏省“残疾人自强模范”等荣誉称
号，还被吸收为国家和省工艺美术学会、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

从19岁进入工艺美术行业至今，沈东凤
不等不靠，肯干敢闯，以一日日的守候和进取，
成就了自己的一片幸福天地。不过，在沈东凤
看来，她最幸福的事情，还是握起手中的画笔，
在绣布上一笔一划地描绘心中的“锦绣”，

“绣”出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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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普法以来，安徽省安庆市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培
育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结合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全方位、高质量推动法
治文化建设创新发展，擦亮法治文化名片。

因地制宜
构筑“精品化”法治文化阵地

安庆市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
相结合为宗旨，推进实施法治文化阵地拓展工
程，将法治元素融入城乡建设规划设计，建成
了一批有规模、有亮点、有影响的精品法治文
化阵地，在城乡建设中绘制出一幅幅精雕细琢
的法治文化画卷。

按照“市级阵地有规模、县区阵地有亮点、
村社区阵地全覆盖”的原则，统筹全市法治文化
阵地建设。市、县、乡、村充分利用现有公园（广

场）等场所设施，注入法治元素，推动法治文化
阵地建设与地方特色文化、群众生活紧密融合。
目前，已建成法治文化公园58个，联合黄梅戏
艺术学院建立法治黄梅戏创作基地1个，文化
舞台1269个、农村法治书屋906个、农民法治
夜校827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568个。

人文相宜
打造“本土化”法治文化品牌

作为黄梅戏、桐城歌、潜山弹腔、岳西高
腔、望江龙腔……丰富的地方戏种资源是安庆
普法的源头活水。安庆市整合市、县、乡、村四
级优势文化资源，以“法治黄梅戏”为龙头，构
建“一地一品”法治文化阵地体系。

市级层面充分利用黄梅戏品牌和地域特
色文化资源，建立起“法治黄梅戏作品资源
库”，以群众的“身边人”“身边事”为题材，创

作、展演法治黄梅戏作品，跳出了脸谱化的传
统普法模式，“唱”出了一条“戏曲+普法”新路
子。县区层面充分提炼桐城“六尺巷”、望江“三
孝”“不越雷池”等县域传统法治文化精髓，推
动“礼让、贤达、孝亲”文化融入法治文化建设。
目前，已创作《宪法颂》《黄梅声声唱普法》《宪
法就在你我身边》等法治文艺作品50余部，自
编自演普法节目1800多个。

形式和宜
开展“特色化”法治文化活动

安庆市迎合群众学法前端需求推进普法
供给侧改革，以开展情景式、交互式普法活动
为切入点，借助法治扶贫夜校、农村法治书屋、
村民普法学校、社区普法讲堂、乡镇（街道）综
合文化站、民主法治示范村、巡回法庭等，开展

“百镇千村法治戏剧巡演”“法治电影进万村”

“法治文艺天天演”等活动1750场次。
打造“旅游+普法”新亮点。以安庆古城“花

朝节”为契机，实现了普法活动与旅游发展的
良性互动。通过学法答题送票的形式，使得文
化旅游的红利普惠于民，调动大众的学法普法
热情，吸引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在潜移默化中
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

打造“小院+普法”新模式。以政法干警为
普法主体，发挥村（社区）法律顾问、律师、公证
员等专业力量，以农家庭院、田间地头、房前屋
后为普法场所，在“唠家常”中，围绕与群众关
系密切、关注度较高的法律问题开展精准普
法，既接地气又凝聚人气。打造“非遗+普法”新
路子。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法治宣
传教育的融合发展，在大鼓书、文南词等非遗
文化项目注入法治文化，鼓励非遗传承人、民
间艺术家等创作法治文化精品，开展群众喜闻
乐见的特色普法活动，用语言讲好法治故事。

青海互助县举行
“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

本报讯（马启荣）5月10日，青海省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
布会举行，旨在宣传推广全县未成年人身边榜
样，团结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跟党走、建功新
时代、弘扬时代新风、争做时代新人。

发布会上，12名优秀少年被授予“新时代
好少年”荣誉称号，他们分别是“德育之星”保
善忠、范增钰、陈智，“智育之星”六正阳、张延
霞，“体育之星”王曦宁、陈理强，“美育之星”韩
广蓉、王菲，“劳育之星”丹哇玛、刘源春、常生
梅。活动现场，通过视频展播的形式全面展示
了12名“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并为他
们颁发了荣誉证书。

本次活动评选出的12名中小学生，事迹
生动感人，富有特色亮点，充满时代气息，有的
勤学善思，在成才之路上勇于拼搏；有的心怀
大爱，坚持不懈参与社会公益；有的积极向上，
发挥所长屡创佳绩……这一个个追逐梦想的
身影、奋勇拼搏的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互
助县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乐于奉献的
精神风貌，是广大青少年身边看得见、摸得着、
学得来的好榜样。

互助县文明办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新时
代好少年”评选活动开展以来，全县各中小学
广大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各
乡镇中心学校、县直各学校认真组织，踊跃推
选，县教育局审核、评审小组评定等流程，最终
评选出12名充满时代气息、事迹生动感人的

“新时代好少年”。

山西汾阳市启动
“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

本报讯（薛克 段亚楠）5月9日，山西省汾
阳市以“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关爱青少年健
康成长”为主题的“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在西
关中学启动。启动仪式上，分别向西关中学赠
送法治书籍，向九支“法治进校园”宣讲小分队
授旗。

活动要求，各宣讲小分队要以案释法，广
泛调动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使孩子
们真正将法律知识入耳入脑入心；汾阳市教科
局要组织各学校密切联系宣讲内容，积极开辟

“第二课堂”，提高学生参与度，确保法治教育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各自
职能优势，自觉主动对接包联学校，因地制宜
完成好“法治进校园”年度法治宣讲任务，确保
法治宣传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学生要增强自
身的法律意识和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和普法，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努力创造美好未来，共同营造良
好的社会秩序。“现场参与灭火的英雄们：你们辛苦了！”

“为见义勇为者点赞，小区发生这种事必须都
互相帮助”……5月6日，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翰香府小区业主微信群内，业主们纷纷夸赞并
感谢六名救火英雄。

这六名救火英雄中，有一名救火英雄名叫
雒东武，曾经是一名火车副司机，现为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机务段的一名机
车试车员，主要负责成都北南折返段整备场机

车试车交车工作，确保出库前的机车制动系
统、电气设备等各部位状态性能良好，保证整
车以最佳安全状态上线运行。

5月6日7时许，正在家睡觉的雒东武被
一阵惊呼声吵醒，他推开窗户发现楼上冒出的
滚滚浓烟正在空中飘散。“不好，楼上着火了，
你们赶紧下楼，我上去看看。”雒东武叮嘱完家
人，迅速穿好衣服从四楼的家中冲到五楼。

“有人吗？有人在里面吗？”雒东武一边大

声呼喊，一边敲打着火房屋的房门。屋内无人
应答，房门已经烫手，温度快速上升，情况十分
危急。雒东武见状跑回家中找出铁锤和撬棍，
拿了一条浸湿的浴巾、戴了一个口罩，再次返
回楼上。经过努力，房门终于被打开，热浪和浓
烟扑面而来，隐约中还能看见赤红的火焰。

“我们小区是2008年修建的，之前我就观察
过，楼道里没有设置消火栓，但是都配有灭火
器。”雒东武回忆说，在确定屋内无人和入户电源
已跳闸的情况下，他和一位邻居拿起灭火器灭
火，然而火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雒东武立即
组织在场的四位保安从四楼自己家和五楼邻居
家用水桶接水，递给离火源最近的他进行灭火。

在六位救火英雄的齐心协力下，火势很快

被控制住。几分钟后，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将余
火彻底扑灭。松懈下来的雒东武这才发觉自己
的耳朵和手都有点疼，仔细一看，耳朵上起了
两个亮晶晶的水泡，手指关节处被烧伤，额头
的头发也被烧焦了。

在处理伤口的时候，同一栋楼的业主们纷纷
登门道谢，业主群里也在询问着他们的身体状况
并表达感谢。雒东武救火的事迹，还被同小区的
同事在单位进行了分享，同事们纷纷为他点赞。

“这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我们是在保证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灭火。平时经常参加单
位组织的各项消防演练活动，我有一定的消防
知识储备和信心。”雒东武笑着告诉记者，“火情
只造成部分财产损失，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5 月 12 日，浙江省湖州市
德清县纪委、妇联在乾元镇金
火村举办第十届“好家风文化
节”，通过剪纸、朗诵等多种形
式，进一步引导广大家庭见贤
思齐，以好家风涵养好党风、
好政风、好社风。图为德清县
乾元镇金火村非遗传承人在
指导妇联志愿者制作《清廉家
风》剪纸作品。

倪立芳王书凡 摄

打造法治文化“宜”名片
——安徽省安庆市全方位高质量推动法治文化建设

李珍珍

雒东武：破门救火的成都好邻居
本报记者 赵青

沈东凤：轮椅上“绣”出精彩人生
武桂成

河北衡水市
推选第十四届文明市民

本报讯（何衡文）为深入开展“我是文明市
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
气”活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断提升全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
度，日前，河北省衡水市文明办在全市开展了
衡水市第十四届文明市民推选活动。

此次推选活动的参选范围为具有衡水市
户籍的市民，以及在衡水市工作、生活且主要
事迹发生在衡水市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均可参
加推选。已经入选全国或全省道德模范、燕赵
楷模、中国好人、河北好人、衡水好人、市级及
以上模范人物及往届“衡水市文明市民”荣誉
的，不再参与推选。

推选标准包括爱党爱国，举止文明，讲究
公德，为人友善，热心公益，爱岗敬业，倡导新
风，以及被群众公认，重品行、讲文明、促和谐，
道德情操高尚、社会形象良好，在奉献社会、维
护公共文明方面业绩突出，群众口碑良好，具
有突出贡献，甘于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创造，在
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讲奉献、作贡献，在
本行业本领域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等。推选将坚
持群众推选与组织考核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确
保推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推选活动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县市
区文明委、衡水高新区党工委、滨湖新区党工
委和市直各单位党委（党组）组织实施，对本地
本单位符合条件的先进个人进行推荐。市民可
推荐身边人，同时也可自荐，通过街道办事处
（乡镇）逐级推荐参加文明市民推选活动。

据悉，经推荐和审核，最终确定100名候
选人在市直主要新闻媒体和网站进行公示无
异议后，报请市文明委授予衡水市“文明市民”
称号。

清廉家风
进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