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使在身边

学艺 静心才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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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安海老街上的明
惠绣品工艺灯彩店，老安海
人并不陌生。这个小店迄
今为止已营业30余年，口碑
早已打响，远近的街坊邻
居、寺庙负责人等都会去购
买绣品。店主陈明惠是出
了名的绣娘，已有 48 年的

“绣龄”。
1952年，陈明惠出生于

安海。小时候，她的家庭生
活条件艰苦，母亲生了 5个
孩子都是女儿。苦于家中
无兄弟，作为家里的长女，陈
明惠早早地懂事，渴求早日
担起责任，赚钱补贴家用。

“从小，母亲就有接一
些绣品、制衣（寿衣）、窗帘
的活带回家做。受母亲影
响，我从小就会帮忙做绣品，
慢慢的就有了一定的基础。”
陈明惠介绍，刚开始学习刺
绣时，十个手指头几乎被扎
了个遍，也只能忍着痛继续
做。“有时痛得泪水在眼眶打
转，我也不敢让母亲看到。
趁母亲不注意，自己偷偷拭
去。”

“没有一门营生的手艺，

是无法养家的。”深知这一
点后，21岁的陈明惠经亲戚
介绍，到泉州找到了一位金
苍绣的师傅，开始学艺生涯。

就这样，每天手不离针，
眼不离线，一坐至少9小时。
慢慢地，陈明惠学会金苍绣的
工艺，并养成独到的刺绣心
法。“传统的金苍绣做起来颇
费功夫，不仅耗时而且耗力。
静心，是我后来擅长穿针引线
的诀窍。只有坐得住，有耐
心，才能提升技艺，学习技
巧。我宁可慢慢绣，也绝不让
自己错绣、漏绣一步。”

做了多年绣娘后，由于
手工精湛，1981年，陈明惠被
请到安海工艺厂教工人绣
花。改革开放后，金苍绣大放
异彩，不少人慕名前来采购、
订做。陈明惠顺应时代潮流，
从工厂出来自己做绣活，主做
桌裙和八仙彩。上世纪90年
代，订单量越来越多，她便买
下店面开始经营，延揽技师，
培训绣工，一直到现在。

这一古老的技艺，在小
镇上复苏。

安海69岁陈明惠：

巧手绣金丝 演绎指尖艺术

沉稳干练的“女汉子”

说起骨科工作，不少人都觉得确实辛
苦。而骨科的护士，不仅拎得起“神灯”，提得
起“抗栓泵”，过得了“手术床”，还得协助患者
进行功能锻炼……紧张繁忙的工作环境，练
就了骨科护士矫健的步伐和干练的性格，称
骨科的护士为“女汉子”毫不夸张。而吴庆
兰，正是这样一位沉稳干练的“女汉子”。

“任务重，工作繁杂，对病人的情况必须
细致检查。”吴庆兰告诉记者，“我只是凭着自
己的初衷，尽力做一名好护士，做自己该完成
的工作，履行职责之余，把病人当作自己的家
人来照顾。”

七旬老人写诗点赞“白衣天使”

晋江市中医院吴庆兰：
我为你守护，你为我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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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中医院
与驻晋部队结对共建

本报讯 8月1日上午，晋江市中医院组织
前往驻晋某部队开展拥军活动，表达对部队的
特别敬意和诚挚问候，同时经双方友好协商，与
部队保障部卫生队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双方结
为“双拥共建单位”。

活动当天，围绕进一步强化双拥共建、加强
协作、促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双方进行了交流，
并共同观看了卫生队现场救护示范演练短片。
此次活动，军民双方有着明确的共建目标，不仅
有利于积极探索新时代双拥共建新模式，更进
一步促进了军民融合发展。

坚持 一针一线一辈子

金丝走线，平凸有致，绣线亮丽，绣品
“富贵”，惟妙惟肖……这便是金苍绣，一种
源于明清，盛行于闽台，流行至东南亚等地
的刺绣工艺。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刺绣工
艺，由于绣线包金箔其状如葱，民间叫金葱
绣，后被雅化为金苍绣。

提起金苍绣，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但
说起在闽南寺庙、家中、生活中常见的桌裙、
布袋衣、木偶服、戏服、神佛塑像的穿着、绣
旗，挂在宫庙门楹上的彩……大家一定不会
陌生，这些都是金苍绣的常见用途，与闽台
民间信仰习俗息息相关。后来，结婚用的喜
庆用品，如枕套、门帘等也有所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6 月，金苍绣被
晋江市确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咱厝
安海的陈明惠便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人，迄今为止，她已从事这一手艺48年，
其手中的金苍绣品，更是蜚声于世。

“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
笔上床描。”陈明惠的金苍绣作
品，遵循传统，同时也不断精益
求精，富有个人特色。“我现在
年纪大了，手有点抖，眼睛也看
不清了。但我还是和绣娘们
说，要好好坚持，做出自己的特
色。”陈明惠性子慢，她缓缓地
介绍说，在这个作坊里，所有的
工人都以工作时长来计算工
资，“不按照件数来算工资，这
样才能慢工出细活，保证质
量。”

走过 48年的光阴，陈明惠
与她的绣娘们，日复一日地穿

针引线。一坐就是一天，一做
就是一辈子的匠人精神，令人
叹服。秉持着这样的工匠精
神，慢工最终出了细活儿。陈
明惠的绣品得到了公认的好
评，越来越多人慕名前来。她
的绣品走出安海，传播至马来
西亚、美国及中国台湾、香港等
地。尤其是 1992年，不少台湾
同胞来泉州寻找宗教绣品。“有
私人订制，也有中间商来批
发。”由于定制绣品没有办法立
即完工，不少台湾等地的客户
宁可在晋江住上一个月，也不
买机绣制品。

“当时，有个台湾人告诉
我，他买一件八仙彩带回台湾，
就足够赚回路费了。”可见，金
苍绣技艺，是民间织绣艺术的
活化石，它有力地佐证了闽南
织绣文化的历史源流。同时，
也见证了两岸交流的悠久历
史。

2019年 6月，陈明惠成为
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苍
绣的传承人。绣品和技术得到
认可后，为了宣传闽南传统金
苍绣，陈明惠还曾走出作坊，到
安海幼儿园宣讲介绍珠绣。

“希望‘金苍绣’能越走越
远，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传统文化。”陈明惠说，

走进陈明惠这间有着 30
年历史的工艺老店，可见不少
她的作品，涉及狮虎、花草、龙、
福禄寿星等，造型灵动。

一楼是店面，二楼是作坊，
不大的空间里，摆满了绫罗绸
布、木质绣框、成品绣品、各种颜
色的细线。靠窗光线充足的大
厅里，几名绣工正端坐在椅子上

飞线走丝，将人间的喜乐细心地
绣在一块块绸布上。

据了解，金苍绣品制作过
程有八道工序：画稿、打孔、绷
布、印图、金葱平绣、金葱凸绣、
上浆、组装。

“金苍绣最关键的一步就
是用棉花堆缝图形。”陈明惠
告诉记者，这是金苍绣的难点，

也是金苍绣的特色。然而，伴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几十年
间，机绣和组合绣早已大行其
道。在市场上，全部手工的金
苍绣绣品价格高，半机绣的则
稍微便宜一点，机绣的价位最
低。寻常人家购买绣品，也更
能接受机绣的价位。即便如
此，在陈明惠看来，纯手工绣制
的金苍绣，才最能绽放传统技
艺的精髓。

“很早之前，有人劝我买些
机器来做，认为用电脑绣更快，
也能赚到钱，我拒绝了。纯手
工绣金苍绣耗时长，但它的工
艺水平是电脑绣没法比的。机
绣和手工绣的区别很明显，明
眼人一看就知道。”说话间，陈
明惠拿出两幅绣品来进行展示
对比。记者发现，这两张初看
是相同样式的桌裙，细看却大
有不同。在陈明惠手中的手工
桌裙不仅更加立体，色彩更加
亮丽，而且在绣法上，还融入了
她的个性化巧思。“这是用了两
种不同的蓝色线来表现波浪纹
理的节奏，龙须绣完后，我还加
了珠子衬托。相比机绣，手工
绣还多了保持色泽的工序。正
常来说，手工金苍绣放置几十
年的话，还是很亮丽，跟新的一
样。”

吴庆兰是晋江市中医院九病区的
骨科护士。自2008年到该院工作，至今
已在岗 10 多年。其中，从 2010 年起至
今已在该院骨科工作，主要服务癌症、
骨科、外科的患者。

“慷慨人生乐慈善，都是奋斗
辛苦钱。赫然品格多高尚，白衣
天使美名扬。献给吴庆兰女士。”

“让笑声装满时光，让快乐装满心
房，让生活满载安康，让友谊地久
天长。”……2019 年 10 月 5 日，吴

庆 兰 收 到 了 一 份 特 殊 的“ 礼
物”——一叠由王大爷亲笔所写
的致谢小诗。

暖心之余，吴庆兰说，“王大爷
很温暖，知道我们工作辛苦，常给我
写诗进行鼓励。有时候我问候他，
有时候他问候我，我们都在互相温
暖、互相感动。这些小诗，是我护理

工作中珍贵的礼物。”她在微信对话
框内，向王大爷发送了这么一句话：

“谢谢，也祝您健康长寿。”
“在缓和医患关系效果上，护理

人员对待病患的态度十分重要。一
句贴心的话，一个温暖的举动，比一
剂药方更能减轻病人的紧张与痛
苦。”吴庆兰说。

2019年，60多岁身患癌症的关
奶奶从福州医院转院回到晋江中医
院。其老伴王大爷是名退伍军人，
也是位年近七旬的老者。刚来时，
王大伯觉得晋江中医院的设施、技
术等综合医疗水平没有福州好，心
里很有落差。

“在我接管这位患者时，交班
医生告诉我，这位患者的家属很有
思想，凡事都有自己的想法，治疗
过程可能会配合不太顺畅。”吴庆
兰介绍，“当时我听完心想，一般情
况下有个性的人都比较难缠，会习
惯性地质疑医生护士的诊疗护理
行为。我打算好好地接触一下这
位大伯。”

接管了关奶奶之后，王大爷
发现，吴庆兰每次给老伴扎针，总

是一针就扎中了血管。他惊讶地
说，在福州住院期间，老伴因为手
部血管细弱，护士都要扎好几针才
成功，没想到吴护士的技术竟然比
福州好。”还有一次，关奶奶化疗后
伤口感染化脓，手臂和臀部上长了
两个大脓包，有很多脓液流出。吴
庆兰仔细为其清洁伤口，频繁换
药。王大伯见状十分感动，赞叹
说：“小吴你真是太好了！你们护
士太伟大了。”

“也许是因为我专业水平比较
扎实，对打针、换药这些操作比较熟
练，所以比较容易获得病患的依
赖。”吴庆兰表示，“其实，王大爷的
多虑是出于他对家属疾病的紧张，

毕竟他是患者的家属，心情我都能
理解。不知不觉中，我发现他的精
神状态跟我刚接管时有了明显不
同，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更重要
的是，他开始主动配合医生护士，为
关奶奶进行治疗护理了。”由于癌症
治疗费用高，王大爷家里也比较拮
据，吴庆兰曾在微信上给王大爷转
过钱，但他并没有收。

由于吴庆兰工作细致，对病
患负责任，关奶奶及王大爷对吴
庆兰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每逢来
医院化疗，都说“要找小吴护士”，
并且表示，“现在，我深深地觉得，
咱们晋江中医院的护士服务态
度、技术，都比在福州好。小吴护
士关心爱护帮助患者，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

专业护理获家属认可

“你为我守护，我为你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