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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展品交接仪式上，有一件现
代感十足的刺绣作品——《星
空》。这件曾获江苏省艺博奖金
奖的苏绣作品，是薛氏刺绣第四
代传人——张雪的作品。

张雪是苏州镇湖唯一的“绣
郎”，面对刺绣这个带有明显性别
标签的行业，张雪这个“唯一”当得
并不容易。上期我们说到，张雪的
一趟回乡之旅，让他在职业抉择的
十字路口定下了当绣郎的决心，他
希望可以为苏绣的传承发扬做些
什么。本期，就让我们继续走入张
雪入行后的“绣郎人生”。

（续接上篇）
虽然周围多是质疑的声音，

好 在 同 样 痴 迷 苏 绣 的 母 亲 支
持。于是，张雪就在母亲的工作
室待下来，从基本功练起，“苏绣
练个2-3年，大概也就是高中水
平吧，像我母亲，6 岁开始学刺
绣，16 岁进绣场做工，这样的功
夫我肯定比不上。”

但2014年、2015年、2016年，
自称“绣工远不及母亲”的张雪，
其作品却连续三年获江苏省艺
博奖金奖，在行业内闯出了自己
的天地。

2014年获奖作品为《四季》，
作品大部分留白，意蕴悠长。
2015 年获奖作品为《佛》，几案
上，从香炉中生出的烟惟妙惟
肖，巧妙地成了“佛”字。这些作
品与通常看到的浓墨重彩、占满
画面的苏绣作品大为不同，让人
印象深刻。张雪的作品也获得
了“极简苏绣”的名声。张雪称，
因为自己很喜欢古诗词，喜欢留
白的东西，因此自己的刺绣作品
也很自然地走极简风格。

不过，让张雪最看重的还是
2016年获得江苏省艺博奖金奖的

《星空》，“这部作
品对于我来说最
有纪念意义，可
以说是我作品的
一个分水岭。”

此前，如何
让苏绣这门古老
的 手 工 艺 具 有

“当代性”，是张
雪一直思考的问
题。在思考了大
半年后，有一次
看一个宇宙星系的节目时，张雪竟
然看到了苏绣的各式针法。

“看到星球的轨道，就好像
看到了一圈圈的银线，觉得轨道
可以用银线以盘金绣的针法去
表现；看到太阳发出的光芒，就
像苏绣里面的集套针法……”就

这样，一个个星球对应不同针
法，在张雪眼前一一呈现。

传统的苏绣，光针法就有9大
类40多种，但现在常用的刺绣针
法仅 5-6 种。而在《星空》作品
中，张雪用到了 20 多种针法，每
个星球都用到了两种以上针法，
可以说是一部苏绣针法的“教科
书”了。

不仅如此，星空的画面现代感
十足，颠覆了大家对于传统苏绣的
想象。“从这幅作品开始，我觉得苏绣
可以很‘现代’，在当代大有可为。”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张雪拉
了3个小伙伴一起成立了弥惟刺
绣研习所，弥惟是英文“ME WE”
的音译，寓意“我、我们，大家一
起学苏绣”。

张雪还大胆地把苏绣带到

了手表表盘、耳机乃至珠宝首饰
中。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让苏绣
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让苏绣焕发
新的生命力的方式。

当然，苏绣要发扬光大，最
重要的还是要“后继有人”。“苏
绣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传承问
题。对苏绣有兴趣的人不少，但
是愿意沉下心来学习这门技艺
的人太少。但最终这门技艺要
活下去，还是得有人去绣。我现
在所做的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苏绣，进而对苏绣感兴
趣，即使一万个人里最终只有一
个拿起绣花针，只要基数够大，
苏绣传承还是有希望的。”

于是，张雪办兴趣培训班、开
讲座、上网络直播课，还到苏州博
物馆当志愿者讲解苏绣……希望
让更多人了解苏绣、喜欢苏绣。

这也是张雪听闻世界技能
博物馆展品征集的消息后，决定
把自己的代表作《星空》捐赠给
博物馆的原因，希望借这个世界
舞台，让更多人了解苏绣。“苏绣
是一项针尖上的技能，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外还有很
多人不理解苏绣，这件展品在世
界技能博物馆展现，让更多人了
解苏绣之美，很有意义。”

（来源：世界技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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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站，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来到上海国际广告节、上海国际广印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
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推进世赛商业赞助
工作，2020年7月21日-25日，结
合2020上海广告节、2020上海国
际广告印刷技术展举办的契机，
世赛执行局积极开展世赛宣传
推广活动。

上海国际广告节被上海市
委、市政府列为具有国际影响
力、能放大城市品牌效应的重大
节庆活动之一，具有极大的引领
带动作用。作为“上海国际广告
节”的展览单元，上海国际广印
展已举办了28届，汇集了广告喷
印、切割、雕刻、显示和展陈手
段，在媒体业界享有盛誉。在本
次活动中，世赛执行局进行了一
系列世赛宣传，在官方微信、网
站、会刊中进行世赛新闻视频推
送，通过搭建展台、现场宣讲、自
媒体传播等各种形式，让更多印
刷、广告、媒体行业领域里的人
群和企业了解世赛、参与世赛。

在线下展示区，世赛执行局

搭建了世赛展台，向
与会来宾分享 2021
上海世赛的具体安
排及赛事项目相关
情况，让关注世赛、
有意向的现场来宾
和企业对世赛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本 次 参 会 的 行
业涉及数码印刷、广
告制作技术设备及
电子与数据出版等
多个行业领域，许多参展企业愿
积极发挥行业企业的纽带桥梁
作用，联络相关单位，广泛宣传
世赛、推广世赛，推动相关单位
参与世赛各项活动，达到提高广
告印刷企业世赛参与度和增强
世赛影响力传播力的双赢效果。

同时，世赛执行局还与广告
界、媒体相关行业关注者深入沟
通，积极开发潜在赞助意愿，并就
世赛媒体合作及传播等话题与相
关企业和媒体进行了专项沟通，
共同开发世赛媒体传播途径。

7月22日，在2020上海国际

广告节联合论坛——“媒介与科
技论坛”板块上，世赛执行局商业
赞助部负责人赵晓云进行了《与
国际赛事共建朋友圈——世界技
能大赛的媒体传播与共赢》的演
讲，向与会的一线的传媒、互联网
及科技公司媒体嘉宾介绍2021年
上海世赛相关情况，广邀国内企
业、知名品牌、媒体积极参与世赛，
携手扩大世赛影响，助力“中国制
造、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受到在
座嘉宾的热烈响应。演讲还通过
网易直播进行了线上分享，数十
万观众在线收看。

家门口就可以办！本市首家工伤事务服务点在宝山成立
工伤认定申请人和劳动能

力鉴定申请人，在“家门口”就能
完成材料申报，缩减了申请人至
少两次往返区工伤事务窗口的
路程和时间。在今年本市开展
的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活动中，宝
山区人社局推出便民服务，在宝
山工业园区设立“工伤认定、劳
动能力鉴定服务点”，把工伤认
定、劳动能力鉴定申报服务送进
园区，由此开启本市工伤事务

“家门口”办理的首次尝试。
2019年，宝山区人社局工伤

事务经办部门开展走访调研，宝

山工业园区、城市工业园区内许
多企业反映，由于地理位置距离
工伤经办服务窗口路程远，在办
理工伤业务过程中往返次数多、
耗时长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

为此，区人社局和宝山工业
园区整合资源、联手打造“宝山
工业园区工伤事务服务点”，为
园区内企业和职工就近提供代收
工伤业务申报材料等服务。7月
15日，在本市工伤保险集中宣传
活动开展之际，该服务点正式成
立。区人社局副局长刘绪和、宝
山工业园区副主任祝铭东为服务

点揭牌。活动现场，参会
企业代表们纷纷表示，
园区工伤事务服务点的
设立，将大大提升企业
办事便捷度和工作效
率，非常感谢宝山区人
社局和园区管委会为园
区企业服务所做出的惠
企便民新转变。

据了解，该服务点设立之
前，职工发生工伤后，园区内企业
需要至宝山区工伤认定窗口进行
申报，再进行后续工作流程。该服
务点设立之后，针对一些事实清
楚、权力义务明确且无争议的案
件，企业可在园区内完成工伤认
定、劳动能力鉴定申报材料工作，
大大缩减了往返宝山区工伤事务
办理窗口的路程和时间。原本可
能需要一个上午或下午才能完成
的申报材料工作，如今在服务点预
计最快1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设立工伤事务服务点，既是
合作之举，又是服务之举，更是
创新之举。作为本市工伤事务
申报的首次尝试，宝山工业园区

“工伤事务服务点”秉持主动服
务、靠前服务的理念，以企业需
求为导向，边探索、边完善，不断
健全服务点功能，努力为企业、
职工提供便捷、高效、直达的“家
门口”便民惠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