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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市民记者群：223103264

抓偷车贼保护辖区居民财产
2008 年，38 岁的郭峰加入了

中原区社区治安巡防大队，被分到
特勤中队培训学习。

在特勤队期间郭峰刻苦训练，
虚心好学，练会一身过硬的擒敌本
领，后来被分配到林山寨街道巡防
中队，在辖区外国语小学组建了全
市最早的“校园巡防爱心岗”。

2010 年，他又被调派到一中
社区巡防队工作。工作期间，他
和队友在辖区巡逻防范尽职尽
责，不断搜集辖区居民反映的安
全隐患信息，每天了解掌握辖区
真实情况。

2010 年 10 月 8 日，文化宫路
100 号院的居民薛大妈记忆犹新，
当时她所在的家属院经常夜间有自
行车、电动车被盗，小区居民苦不堪
言。接到反映后，郭峰开始加大夜
间巡逻密度，根据辖区情况制订出
一套点对点、以点带面的巡逻防范
方案，两个月后效果明显，有两名偷
车贼被抓现行，有效打击了窃贼的
嚣张气焰，居民交口称赞，郭峰也因
表现突出被林山寨巡防中队破格提
拔为一中社区巡防队长。

帮助困难家庭随叫随到
在一次巡逻中，郭峰和队友巡

逻至文化宫路 98 号院，了解到该
小区3号楼1楼残疾人杨华平需要

帮助。老杨的母亲患病已 20 多
年，老大又得了偏瘫，照顾老母亲
的重担就落到了杨华平身上。老
杨强忍着自己一身的病痛照顾 90
多岁患病的老母亲，8年如一日，不
离不弃。

郭峰了解情况后，特制订出一
套帮扶计划，多年来不分上下班，只
要老杨家需要帮助，郭峰就会立即
赶到，不论是扛煤气罐搬煤球，还是
买米买菜。郭峰还特为老杨一家开
通了24小时紧急救助热线，平时老
杨无论有啥困难急需帮助只要打个
电话就行，因而老杨与郭峰时间长
了就以兄弟相称。

多年来成绩斐然
多年来郭峰和队友们的成绩

斐然、硕果累累，共计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 50 余人；为辖区居民办
好事 500 多件，抢险救灾 15 起，收
到锦旗20面，感谢信300多封。一
中社区巡防队多次被林山寨街道
巡防中队评为“先进社区巡防队”
模范集体，队长郭峰也被评为中队

“先进个人”称号；2011年郭峰再次
被郑州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
会评为“百名抓获犯罪嫌疑人能
手”；2012年郭峰被中原区政法委
员会评为“优秀巡防队员”。

郑州晚报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吴俊成 文/图

别小看这些白菜，它们已经经
过 400 多年文化洗礼，经过秦家十
三代艺人创新发展，这些“白菜蝈
蝈”已经成为国内外闻名的高端工
艺品。

秦勇介绍，“秦氏绢艺”始于
明末，兴于清代，作品以丝绢为材
质，百道工序，均为手工制作，始

终保持不变质、不退色、不变形。
作品主要有仕女人物、花鸟昆虫、
果蔬等，尤其以《蝈蝈白菜》为代
表作。

秦氏绢艺是一种有400余年历
史的民间彩扎工艺，作品内容包括
人物、鸟类、植物等，现在已经是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秦勇说，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
习，了解到自家的绢艺深受喜爱
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绢艺事业
当中。

“我现在一般不做，因为做这些
东西必须心特别静，有时候一坐就好
几个小时。”秦勇现在只负责打理店
内的生意。

一棵“大白菜”3万
别看它样子是棵白菜
但制作起来却相当复杂
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闻名的高端工艺品

绫、罗、绸、缎……这些用来
做衣服的布，穿越时光完成了华
丽的转身，变成了一棵棵水灵灵
的大白菜，变成一只只活灵活现
的蝈蝈、七星瓢虫……如今，这些

“白菜蝈蝈”已经成为国内外闻名
的高端工艺品。

5 月 30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
创造这些艺术的传承人秦勇，让
他带你领略“秦氏绢艺”。

郑州晚报记者 柴琳琳 文/图

秦勇话语不多，但一说起这些
“大白菜”就滔滔不绝。

刚进入他的店记者就被一棵棵
“大白菜”吸引了，它们被罩在玻璃
罩里，“白菜”上，一只蝈蝈虎视眈眈
地看着角落里的另一只蝈蝈，栩栩
如生。

“每一只蝈蝈的样子，形态都是

不一样的。”秦勇说，大眼圆瞪，翅薄
而透，后腿似强有力地蹬着地面，腿
刺清晰可见，细如发丝的长须骄傲
地翘起，就连白肚子上的鳞片也细
致整齐。用手摸，后腿坚硬如铁，可
以感觉到上面根根略涩的绒毛。

再仔细一看这个“大白菜”的
标价：“30000元。”

“别看它样子就是一棵白菜，
制作起来却相当复杂。”秦勇说，仅
一只昆虫，制作工序就100多道。

一只蝈蝈是由六种绢制成，各种
材料都不相同，制作工艺相当复杂，

“一般做一只蝈蝈需要花上20天的
时间，而一棵白菜需要花上半年的时
间，而且所有工序都是手工制作。”

“绢艺艺术已有十三代的佳话。”
秦勇说，他的父亲秦竹林对这门艺术
的发展和传承可谓呕心沥血。

秦竹林1947年7月生于河南滑
县，自小随祖父和父亲秦三杰学习
绢艺技艺，秦竹林从父亲手中接到
这个大旗时才不满20岁，通过不断
地对娟艺进行提炼和升华，他将传

统技术与现代技术接轨，比如采用
现代仿真电烫工艺，增加了绢制大
白菜的叶脉清晰似真。

秦勇说，如何能够将秦氏绢艺
发扬光大，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一直
是父亲最大的忧虑，祖训不可违，而
事业需要传承发展，在矛盾之下，他
抛开了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不仅教

会子媳学会了绢艺制作，更在外界
接收了不少求教的子弟，打开了家
族限制的大门。

2006年4月，秦竹林的绢艺《蝈
蝈白菜》在中国民间艺术高层论坛会
上获得金奖，2007年荣获第八届民间
手工艺最高奖“山花奖”，代表作品被
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收藏。

父亲对绢艺的发展和传承呕心沥血

孝心，谱写出超越血缘的亲情
回忆起那段婆婆卧病在床的

岁月，现已 56 岁的杨雅娟用苦涩
和温暖来概括。温暖，是因为没有
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苦
涩是因为再也找不回婆婆在身边
时，那种四世同堂的温馨亲情。

邻居张玉萍说，七年里，杨雅
娟坚持每天晚上抱着不能自理的
婆婆洗澡，婆婆躺在床上七年多时
间，她家中清洁如新没有丝毫异
味。无微不致地照顾一直到 2012
年婆婆去世，那年杨雅娟的婆婆92
岁。

“婆婆伺候奶奶很细心，生怕
有一点闪失，那份认真与那份温
馨，感觉她们更像母女。”杨雅娟儿

媳张丹说，七年来，婆婆为这个家
付出太多。

热心，教徒弟爱岗敬业
杨雅娟学生韩慧，一提起老师

的严肃，让她记忆犹新。韩慧说：
“杨老师对我的影响太大，特别是
对工作的那种认真经儿。”韩慧
说。常言道“严师出高徒”，她刚到
实验室时，什么也不懂，杨老师就
手把手、不厌其烦地对她进行业务
指导，工作中出错，也会毫不留情
地对她提出严厉的批评。但在生
活中，杨老师对她的照顾可谓无微
不至，她们都上运转班，而她不会
做饭，杨老师经常给她带饭，这让
韩慧感觉很幸福。

爱心，令同事经久难忘

杨雅娟的同事小苏和杨雅娟
同上运转班，两人交接班，一个白
班一个夜班。小苏的孩子“龙龙”还
小，没人带，就常把孩子锁在屋里。
杨知道后，不顾上夜班的辛苦主动
帮忙照看小苏的孩子。现在已经上
大学的“龙龙”说起杨阿姨做的饭菜
还是赞不绝口。在郑州四棉，杨雅
娟的事迹被传为佳话。她也因此被
请上四棉西社区道德讲堂，用自己
的事迹感染着更多的人。

她用孝心、热心、爱心
谱写出超越血缘亲情

在中原区棉纺路街
道四棉西社区，有这样
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她精心照顾生活不能自
理的婆婆，七年如一日，
2000 多个日夜里，用孝
心谱写出一段超越血缘
的亲情。她叫杨雅娟。

郑州晚报记者 董占卿
通讯员 冯建红 文/图

在中原区林山寨街道一中社区的居民楼院里，辖区不少
居民群众每当提起社区巡防队员郭峰的名字，都不由得伸出
大拇指异口同声地说，小郭人好有爱心助人为乐，带领队友巡
逻时认真负责，辖区无论谁家有个大小事总会第一个想到他，
居民都亲切地称呼他“巡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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