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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涛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环道踏青、体验野趣、种植树木

……近日，一场生动有趣的“阅走乡
村”青少年社会实践———“植此青

绿”主题亲子活动在四川省德阳市
旌阳区双东镇麉岭露营基地启动，
此次活动共有 17组家庭参加。

“小朋友们，注意观察花瓣，上
面都有什么呀？”活动当天，在研学
老师的引导下，小朋友们仔细辨识
着眼前植物的形态特征。“老师，我
知道了，它上面有花心！”“没错，
但是这个不叫花心，而叫花蕊，花
蕊是有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区分哦
……”踏青途中，研学老师和小朋
友们一起漫步田野，老师通过提问
的方式让小朋友们主动思考，同时
又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语来授课，不
断充盈着孩子们的自然知识。

到达植树地点后，小朋友们纷
纷化身“绿色使者”，拿起自己的劳
作工具，在家长的帮助下开始种植
小树。挖土、放苗、填坑、浇水……他
们用“浇”朋友的方式为春天种“植”
下希望，同时又增添一抹绿色。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种下了桃

树，还和妈妈一起做了树叶明信片，
我觉得活动非常有趣。”小朋友代晨
雨说。

“今天刚好周末，可以陪着孩子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走进自然，这是
一次很特别的亲子体验，孩子表现
得特别棒，作为母亲感到非常欣慰
和幸福。”家长谢忠燕说。
“这次研学活动让孩子们知道

了春天里各种植物的形态特征，同
时通过种树让他们拥有了责任感，
最后还通过许愿的方式，让孩子对
未来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研学
老师吴静园分享说。

据悉，此次“植此青绿”主题亲
子活动由德阳市旌阳团区委、区关
工委主办，是 2024 年度“阅走乡
村”的首期活动，它通过植树体验
的方式，拉近了孩子和自然的距
离，让他们感受大自然，感受春的
希望。接下来，“阅走乡村”系列还
将推出“汉服雅集”等主题活动，进
一步深化青少年实践教育，带领少
先队员们领略家乡之美、感受家乡
发展。

日前，经过集中组织推荐、设置通道优先面试，
由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推荐的 27
名退役军人享受同等条件优先聘用、同一岗位优厚
报酬等一系列优惠措施，成功被广元通威绿材有限
公司聘用。这是该局为退役军人开启就业“直通车”
结出的又一硕果。

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十分重视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工作，先后与川渝两地多家经营状况良好、
社会信誉度佳的用人单位联系协调，组织专人实地
考察工作环境、薪酬福利、用工类别后，与 4 家央
企、国企和 2家民企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为退役军
人开启就业“直通车”。通过订单培训、结业考核、推
荐上岗的合作模式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谋出路、找
门路，想方设法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创造条件。
“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联系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希望能实现就业。在他们的努力协调下，公司特
批为我放宽限制，经面试合格后被招聘入职，让我
非常感动。”退役军人李兴勇激动地说。

为解决部分高龄、低学历、无专长退役军人的
就业难题，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向用人单位大力
举荐退役军人具有规则意识强、身体素质好、工作
作风硬、善学习肯钻研的优势和长处，积极争取更
多优惠政策。开启的就业“直通车”不仅适当放宽学
历、年龄、工作经验等方面的招聘要求，还专门设置
招聘面试的“绿色通道”，在同等条件下退役军人优
先面试录用；同时，还争取到退役军人正式入职后，
在同一岗位薪酬上浮 10%的特殊待遇。这些特惠政
策让参加就业“直通车”的退役军人备感温暖和荣
耀。
“没想到我退伍不到半年就找到了称心如意的

工作，顺利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工作环境、薪资待遇
都令我非常满意，感谢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我们搭建
的这一就业平台。”去年 9月从部队光荣返乡的退
役军人罗洪难掩喜悦之情，争相与其他一同入职的
退役军人分享就业的体会和感受。

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刘开俊表示，
退役军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各行各业
需要的人才资源，今后，将继续为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搭好台、铺好路，不断拓展渠道和途径，努力解决
就业创业难题，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服好务、尽好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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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绿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与部分
应聘入职退役军人分享企业用工管理制度。

□徐佼张俊华本报记者高明山

春风拂面，百花争妍，花漾
厨艺，味满崇州。近日，四川省崇
州市第四届乡村金牌厨师技能
大赛决赛在崇州市隆兴镇天府
酒村举行。此次活动旨在宣传反
食品浪费，全面推动“崇州市坝
坝宴团体标准”落地落实，提升
崇州市乡村厨师的食品安全意
识和操作水平，让“美食之都 食
安崇州”名片走出成都。

此次大赛分初赛和决赛两
个环节，522 名乡村厨师经过各
镇街初赛的激烈角逐，最终评
选出 15名进入决赛。决赛由三
位知名川菜大师和四名大众评
审组成赛事评审组，参照国家
现行的行业标准，根据传统的
菜式评价方法，对参赛作品进
行科学评分，评选出名次。15 名

厨师亮出厨艺绝活，现场制作
一道指定菜———麻婆豆腐和一
道自选创意菜。最终，崇阳街道
厨师杜波带来的“跳水翘壳”受
到赛事评审组的一致青睐，荣
获一等奖。

炉间拼厨艺，舌尖评美味。
决赛当天阳光明媚，游客也格外
热情，坝坝宴特色菜品与食品雕
刻艺术展示区，利用豆渣、鱼鳞、
南瓜皮、鱼尾等废弃食材制作美
食菜品的反食品浪费展示区都
成为必打卡“景点”。

崇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本次活动原材料进行快速检测，
确保活动食品安全。该市食品安
全志愿者服务大队现场发放食
品安全示范宣传资料 5000余份，
营造了良好食品安全宣传氛围。

花漾厨艺 味满崇州
崇州市第四届乡村金牌厨师技能大赛拉开帷幕

“不撞款”的童年体验！
德阳市旌阳区 2024年首期“阅走乡村”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启动

“绣娘”玩转“针”功夫“指尖技艺”绣出美好未来
广元市朝天区麻柳刺绣传承人入选首批乡村工匠名师

热爱刺绣
成为当地有名“绣娘”

麻柳刺绣发源于广元市朝天
区，其特色鲜明，仅用黑、白、红、蓝
等土布和彩色棉线，就能绣出不同
明暗的冷暖色块；不用底稿，通过
“数底布的丝线”来确定图案的大小
和位置。因此，所绣成的围腰、鞋垫、
袜溜跟等样式精美，做工精细，色彩
运用对比强烈，带有浓郁的乡土气
息。

今年 46岁的张菊花，8岁时就
拿起了绣花针，11岁便可以独立绣
完一双鞋垫。至此，优秀的艺术天赋
便逐渐崭露头角。38年时间，她经
历了从绣工到大师、从学徒到国家
级传承人的转变。

在张菊花的记忆里，她的祖辈
们，白天到地里出工，晚上回到家才
能忙里偷得一时闲，在一盏昏黄的
煤油灯下，开始刺绣。她的母亲严金
秀曾是刺绣艺人中的佼佼者，十里
八乡的人常常慕名而来，只为求一
幅绣品。其作品《老鼠嫁女》等已被
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珍藏。

在母亲的熏陶下，麻柳刺绣艺
术在张菊花的心里扎了根。然而刚
开始学习的时候，并不容易。“很多
次手指都被针扎得鲜血直流，一个
小小的香包绣下来，满指头都是针
眼。”张菊花并没有放弃，而是愈加
热爱。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很快便掌
握了麻柳刺绣的各种针法技巧，成
为当地有名的“绣娘”。

肩挑重任
坚守传承刺绣技艺

麻柳刺绣不仅仅是当地老百姓
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定情信物和嫁
妆。女孩要是相中哪家男孩了，就会
送他扎花鞋垫做“信物”；男方家有
多少人，女孩在出阁前就得绣多少
双鞋垫、多少双鞋，叫“绣嫁妆”。

自古以来，麻柳刺绣就是这样
一代代传承下来。然而改革开放后，
当地很多人开始外出务工，这一传
统技艺也逐渐走向衰落。“越来越多
的人放弃了刺绣，出去打工挣钱。”
身为麻柳刺绣传承人的张菊花，深
知肩上担子的分量。

为了将麻柳刺绣传承下去，张

菊花免费在区、乡举办麻柳刺绣培
训班，传授技艺，目前培训学员
1000 余人，其中善于刺绣的已达
300多人；积极推进非遗文化进校
园，在朝天职业中学、川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等教授刺绣知识；积
极开展非遗文化进单位、进社区活
动，利用曾家山麻柳刺绣馆向游客
介绍刺绣文化和技艺。

与刺绣结缘 38年的张菊花，凭
着对刺绣的深厚感情和不懈追求，
使麻柳刺绣得以传承、得以创新、得
以发展。2008年 6月，麻柳刺绣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2年，麻柳刺绣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2018 年 5 月，麻
柳刺绣被列为首批国家传统工艺振
兴目录。

不断创新
让刺绣大放光彩

张菊花不仅在当地传承麻柳刺
绣，她还带着麻柳刺绣走向大舞台。
2019年，张菊花参加四川省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组织的泰国四川文化周
活动，在活动现场展陈各类麻柳刺

绣产品并展示刺绣技艺。2013年，
第四届成都国际非遗节，她的作品
荣获“太阳神鸟”最佳参展奖。2021
年，麻柳刺绣参加首届川渝绣活大
赛，分别获得金奖、铜奖、优秀奖
……而这些，仅仅是她发扬传承麻
柳刺绣的缩影。

此外，她还不断探究和创新，在
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刺
绣技艺。如今的作品，既保留了传统
特色，又加入了现代气息，使画面更
加和谐，立体感更强。“艺术的道路
虽然艰辛，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希望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从张菊
花恬静的面容和温软的话语里，分
明感受到这位农村妇女身上有一种
植根于骨血的坚守。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麻柳
刺绣传承人，张菊花的梦想是将麻
柳刺绣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世代传
承和延续下去。“20多岁的大女儿
如今也是刺绣能手，二女儿也喜欢
绘画艺术，麻柳刺绣手艺后继有人
了。”张菊花高兴地说，她将不断探
索与创新，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
断完善刺绣技艺，让麻柳刺绣大放
光彩。

□刘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近日，根据《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实施
方案》，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共
同研究确定的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拟认定名单出
炉，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麻柳刺绣传承人张菊花上
榜。

张菊花，朝天区麻柳乡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麻柳刺绣传承人、广元市首批“蜀道英才工程”入选
者，学习刺绣至今已有 38年时间。代表作品《菊花
图》《兰花图》等出口新加坡；《花卉枕头》《蜻蜓荷花
手巾》被四川省民间美术馆珍藏。

为丰富幼儿生活，体验集体
同游的快乐，3月 18日，四川省
德阳市中江县石龙中心幼儿园
结合“春天”主题开展了油菜花
写生活动，组织幼儿用稚嫩的画
笔记录下春天的美好。

活动现场，孩子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和大自然进行亲密接
触，欣赏着油菜花，观察着花的
外形特征，闻着花的味道。孩子
们用他们的视角记录着金黄色
的油菜花海，用不同的色彩绘画
着此刻独属于石龙的美丽春天。

权琼本报记者李艳摄

乐享自然
与春天对“画”

北京壹可文化传播有限责
任公司总裁、管理学专家学者
李一萍在数字经济研讨会中表
示：“数字经济下企业应做好组
织变革工作，数字生产关系具
备透明性、可信性、身份对等特
征，组织之间的集群将成为常
态，基于平台的小团队和敏捷
型组织是未来领导力的关键。
数据要素在市场调节资源配置
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进数
字经济市场制度完善和提高市
场现代化水平的前提，配置要
素市场结构并不是单纯进行技

术转型，而是要根据企业定位
和自身去创造关键性和决定性
的要素竞争力。”

据了解，李一萍曾荣获“新
时代中国创新经济人物”“亚太
地区中国品牌优秀企业家”“品
牌强国创新企业家”等荣誉，接
受了《投资北京》财富故事专访。
参与编写书籍 2部，发表学术论
文 10余篇，现为国内外企业资深
商业顾问、首席谈判官，知名大
学客座教授，智库数字化转型专
家，元宇宙专家委员会专家。

李近源

李一萍：数字经济下企业应做好
组织变革和数据要素配置

□牛波 侯立明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