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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俞泽奇报道 每天一大
早，李雅建就出现在公司里，他仔
细巡查车间的每个角落，看到一切
都井然有序，这才回到他的办公
室。

52岁的李雅建是绍兴市博亚
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30多年来，
他诚信经营，精益求精，努力做出
让顾客满意的衣服。2023年初，
公司中标杭州第19届亚运会颁奖
礼仪服装、升旗手服装项目，为让

“柯桥工艺”站上亚运会颁奖台，他
带领团队历时7个月攻关，终于使
自行设计的1000余套服装惊艳亮
相亚运会。

前不久，2023年第四季度“绍
兴好人”名单公布，李雅建获评“诚
实守信”好人。

从裁缝铺到服装厂

“要以顾客为先，照顾好顾客
的体验和感受，做出让他们满意的
衣服。”采访中，李雅建说得最多的
就是这句话，这也是他一生都在践

行的理念。
1989年，17岁的李雅建从原

绍兴县职教中心纺织服装专业毕
业。因为成绩优异，他得到留校工
作的机会。两年后，他按捺不住创
业的冲动，拿起一把尺子，在中国
轻纺城东升路市场开起了一间裁
缝铺。

他原以为自己拥有丰富的服
装裁剪和缝制经验，很快就能在制
衣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残酷的现
实很快袭来。“当时，有一位阿姨来
定做参加喜宴穿的衣服，她叮嘱我
一定要用心做，我也满口答应了下
来。谁知，衣服做好首次试穿时就
出问题了。”李雅建回忆道，衣服做
小了，不合身，阿姨很不满意。

面对这样的低级失误，李雅建
十分沮丧，一方面觉得自己没有兑
现承诺，另一方面开始怀疑自己的
能力。为了改进衣服，他特地关闭
店铺，花了3天时间将衣服拆了重
做。再次试穿时，阿姨终于表示满
意。

“宁可不接单，也要对得起顾
客。”自此，李雅建将这一理念植于
心中，沉下心来打磨西服制作技
艺。随着一套套工艺精湛的服装出
品，他很快就在行业中小有名气。
也是在此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服
装裁剪和缝制经验，真正把在学校
里学到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生产
力，为自己开公司奠定了基础。

1999年，在家人和朋友的帮
助下，李雅建开始尝试办服装厂。
从联系业务、分析产品到安排工
序、控制质量……无论自己有多
忙，几乎任何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
为，严格把控每一细节，确保产品
按时交付。

诚实守信，加上管理得当，服
装厂很快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订
单越来越多。

从纯手工到数字化

走进绍兴市博亚服饰一楼展
厅，只见以“虹韵紫、月桂黄、水墨
白、湖山绿”色彩为主题的杭州亚

运会颁奖礼仪服装摆在正中央，显
得格外夺目。走到近处细看，传统
旗袍配上做工精细的刺绣，使西湖
美景与钱江潮波纹得以立体呈现，
整个设计尽显“东方特色”。

漂亮的服装背后却藏着诸多
不易。

“这是柯桥服装走向世界的大
好机会，既然这个任务落到我的肩
上，我就有义务给柯桥服装争口
气。”公司中标杭州亚运会颁奖礼
仪服装、升旗手服装项目后，李雅
建没有狂喜，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容
易完成的任务。

李雅建向笔者坦承，光设计稿
就修改了几百次。服装设计定稿
后再分解成制作方案，但裁剪这一
工序无法由人工独立完成，需要在
激光投影的配合下进行智能化裁
剪。而数字化服装定制系统，正是
李雅建独有的“秘密武器”。

早在2008年，李雅建就开始
思考企业转型之路。2013年，他
尝试把数字化应用到服装定制的

生产和销售上，开发出一个大规模
个性化服装定制平台。只要输入
身高、体重数据，再上传正面、侧
面、背面3张照片，系统就能自动
给出西服的尺寸信息，然后根据选
取的面料、款式，自动生成一套虚
拟的合身西服，再向工厂传递生产
指令。各类西服定制的细节会被
集成在一个二维码上，不同岗位的
工作人员通过扫码就能了解相关
技术要求，而客户也能通过系统查
看订单的最新制作进程，直至最后
快递寄出。

当1000多套成衣依次呈现在
眼前，李雅建久悬的心终于落地。

顺利完成亚运会相关服装项
目任务，让李雅建信心百倍，如今
他又有了新设想，准备打造“没有
衣服的时尚定制移动展厅”。“以后
客户买衣服不需要参观展厅，戴上
VR眼镜就可以体验效果。”李雅
建希望自己的定制系统能惠及更
多的消费者，让大家都能穿上舒
适、贴身的衣服。

通 讯 员 谭 娇 、王 敏 报 道
“D196次列车，从嘉兴到西安，车
程不到16个小时。不过我已经
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车站
大屏上，列车时刻表滚动了一页，
上海铁路局嘉兴车务段嘉兴站车
站值班员曹琳琳瞥了一眼大屏，
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2024年春运启幕当天，由嘉
兴市总工会主办的“温暖回家 等
你回嘉”志愿活动在嘉兴站候车
室内开展。作为嘉兴站团支部书
记，曹琳琳不仅参与了志愿活动
策划全过程，也趁着自己的休息
日，以“小甜橙”青年志愿者的身

份，参加了当天的现场志愿服务
活动。看着旅客们顺利踏上回家
的路，她心里不禁涌起了喜悦和
祝福。

1997年出生的曹琳琳是陕西
西安人，2019年大学毕业后，她
怀着对梦想的憧憬，毅然奔赴位
于长三角的上海铁路局。随后，
她被分派到红船起航地嘉兴，成
为一名车站值班员，担负起列车
指挥调度的重任。她是上海铁路
局嘉兴车务段首批女性车站值班
员，也是嘉兴站的第一位女性车
站值班员。

一座火车站接发列车能否正

常运行，关键就在于指挥调度是
否合理高效。也就是说，行车岗
位是火车站的列车运行中枢，车
站值班员则是车站接发列车的统
一指挥者。目前，每天途经嘉兴
站的客货列车共计180列，每一
趟列车的安全顺利接发，都离不
开车站值班员的统一指挥调度。

走进位于嘉兴站信号楼二楼
的行车室，一排电脑屏幕不断闪
烁着各种信息，电话铃声此起彼
伏，车站值班员紧盯着屏幕，根据
动态变化的车次和股道信息，快
速精准地发出一条条指令。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合理
安排列车进入相应的股道，及时
显示列车实际到发时间，努力确保
列车安全正点运行。”上海铁路局
嘉兴车务段嘉兴站车站行车工班
长岑杰说，车站24小时常态化运
营，车站值班员也是24小时在岗。

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行
车岗位采用“四班三运转”工作

制，上班时间长、夜班时间多、工
作责任大，非常辛苦。“琳琳吃苦
耐劳，而且非常细心、有责任感，
是一位特别优秀的车站值班员！”
说及曹琳琳，行车岗位的同事纷
纷称赞。

一般情况下，一趟列车的接
发需要3名行车工作人员的配合，
车站值班员和内勤助理值班员负
责指挥调度，外勤助理值班员负
责室外接发列车作业。

为了保障列车调度安全，负责
调度的车站值班员视线不能离开
屏幕，注意力需要保持高度集中。

“我们上班不能携带手机，吃饭也
是抽空在工位上扒盒饭。需要上
厕所的话，要找人来临时替班。像
春运或者早上发车高峰，忙起来，
连水也顾不上喝。”说及工作日常，
曹琳琳的语速不由得快了起来。

曹琳琳坦言，最初来到这个
岗位时，她对这份工作并没有具
体概念。从外勤助理值班员，一

步步成长为内勤助理值班员，到
现在成为一名车站值班员，她和
同事们一起守护了不计其数的列
车安全顺利接发，如今，她更加懂
得这份工作的责任和意义。

春运和节假日，是交通人最
忙碌的时候。曹琳琳上一次回家
过年还是2019年。“别人家的爸
妈，可能年前就开始盼，准备和孩
子一起过年。我爸妈总是问‘年后
有没有时间回来’，几年下来，他们
都习惯了。”说到回家过年，她没忍
住，眼眶有些泛红，“回家是做爸妈
掌心的小孩，在岗位上坚守，是做
独当一面的大人，我很感谢我的家
人，他们一直非常支持我。”

嘉兴站有直达西安的列车，
每次调度到回家的列车，曹琳琳
都感到特别亲切，“开往故乡的列
车，是我最大的慰藉，这个故乡，
既是我的故乡，更是大家的故乡，
只要旅客有需要，我会一直在
岗。”

通讯员叶骏报道 近日，金华
市环城小学的孩子们来到中国婺
剧院，与知名校友陈美兰面对面，
展开了一场对家乡“金名片”——
婺剧的近距离探寻之旅。

“我们婺剧已经连续七年登上
新年戏曲晚会，连续六年登上央视
春晚……”当代婺剧领军人物陈美
兰自豪地告诉孩子们，自己与近
500岁的婺剧有着不解之缘。

陈美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婺剧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作
品有《宫锦袍》《白蛇前传》《穆桂
英》《昆仑女》《梦断婺江》等，曾获
10余个全国、浙江省戏剧会演中
的表演最高奖，包括两度获得梅花
奖，两度摘得文华表演奖等。

1989 年，她在婺剧《白蛇前
传》中饰演小青，一炮走红，为婺剧
拿下第一个梅花奖，那年她 25
岁。18年后“梅开二度”，实现婺
剧“二度梅”零的突破。从此，陈美
兰这个名字便跟婺剧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

陈美兰告诉孩子们，自己是在
辽宁沈阳的部队大院长大的，从小
喜欢唱歌、跳舞，部队大院条件非
常好，每周会有样板戏、话剧、歌舞
等演出，而她对样板戏情有独钟。
1976年父亲转业，陈美兰从沈阳
来到金华，在环城小学读了小学最
后一年，是1977届毕业生。

有一天，陈美兰被朋友带到剧
场去看演出，当时她不知道这是什
么剧种（其实是婺剧），却被台上演
员的服装、化妆、唱腔、音乐所吸
引。“我想这就是我日后要从事的
工作，我非常坚定。”1980年报考
金华地区婺剧培训班，那时陈美兰
已经17岁，过了练童子功最好的
年纪，“腰啊、腿呀全硬了”。她知

道“笨鸟先飞”，就要比其他人更能
吃苦，但“很苦也很享受”。“你们学
习也一样，选择大于努力、大于刻
苦；对热爱的事情，选择以后就要
学会坚持，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的。”

有孩子问：“你这么有名，为什
么还这样辛苦？”陈美兰说，虽然自
己获得很多荣誉，但也还是一个普
通演员，到各地演出就是她的任
务，对她来说“戏比天大”。

有一年，陈美兰到义乌农村演
《昆仑女》，对手演员在表演刀术
时，不小心砍到了她的左眼眼角，
顿时血流如注，一下子什么也看不
见。“别演了，快去医院！”观众担心
地劝道，可陈美兰忍着剧痛演完了
全场。担惊受怕一晚上，好在第二
天检查后有惊无险，医生说好好休
息一个月就能恢复。得知陈美兰

“没有大碍”，观众又让她唱了两
段，她左眼包着纱布登台清唱，只
为“不让观众失望”。

“一个剧种的发展，要靠一代
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我们要甘
为人梯，为后起之秀的脱颖而出创
造条件。”如今，陈美兰的艺术生命
正在婺剧新生代中不断延伸，其学
生已有20余人荣获梅花奖、中国
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白玉兰奖等全
国大奖。

当天，陈美兰还饶有兴致地带
着孩子们练了几个婺剧“圆场”的
动作。孩子们学得不亦乐乎，她在
边上直夸“真棒”“学得真快”。

最后，陈美兰特意请婺剧演员
们表演了《断桥》中许仙与白蛇、青
蛇相见时的片段，她则在边上指
导、鼓掌——这也许就是她献给母
校师生最本真、最美好的礼物。

与小校友面对面，梅花奖得主现身说法

“做事要热爱、敢坚持”

温暖回家路上，总有那一抹身影让人感动——

“开往故乡的列车，是我最大的慰藉”

他让“柯桥工艺”站上亚运颁奖台

本报讯 记者吴晓静 通讯
员戴菁报道 你眼中的劳模工
匠是什么样的？执着专注、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
……这是他们的“A面”，除此
之外呢？近日，在杭州市上城
区劳模工匠协会2024年迎春
会上，劳模工匠们展示了他们
的“B面”：说得了脱口秀，跳得
了“科目三”。

活动开场便是劳模工匠的
T台秀场，这场名为“匠心独
运，步履新春”的年代秀，展示
了汉服、老合兴洋服、万事利旗
袍等，每一件匠心服饰都由劳

模工匠来展示，让“有趣”成为
更有意义的事。

省劳模朱学军是一名法
官，在现场，他给大家带来的可
不是严肃的“以案说法”，而是
妙语连珠的脱口秀。这让不少
参会者连连感叹，平时低头专
注自身事业的劳模工匠们，原
来拥有这么“有趣的灵魂”。

茶艺表演、宋韵演奏、书法
表演、诗歌朗诵……劳模工匠
们一个个上场展示才艺，让这
场迎春会逐渐走向高潮，并迎
来了当下最火的舞蹈——“科
目三”。在健身教练的带领下，

劳模工匠们来了次“科目三”速
成练习。大家轮番上阵，在欢
乐的氛围中，不仅疏通了筋骨，
也更好地锻炼了身体，为新年
强身健体开了一个好头。

此次活动外场还设置了新
年理发美甲服务摊位、新春送

“福”摊位、胡庆余堂养生摊
位、万事利丝绸展、杭州茶厂
茶品展、季劭聪作品展、徐远
渭泥塑展、知味观新春小吃展
等上城匠心特色体验展位，让
参与嘉宾在体验互动中，充分
感受上城匠人匠心的特色风
采。

向着光
追逐光
成为光

杭城这对母子的故事太励志

记者寿慧桢报道 天气阴沉，风刮过脸庞，有些

疼。杭州永盛路地铁H口，一位戴着帽子的稚嫩男

孩正守着他的爆米花摊位。摊位上立着一块牌子写

着“现炸现卖，爆米花5元一桶”。只要有路人出站，

男孩会毫不犹豫地起身，拿起手边的大喇叭开始叫

卖，“新鲜出炉的爆米花，5元一桶，现炸现卖！”虽然

是简单的叫卖话术，但对这位患有脑瘫的17岁男孩

涛涛（化名）来说很不容易，路人若要听明白必须得驻

足停留。

那是工作日的一天中午，光顾爆米花摊位的路人

不算太多。有些不说话直接扫码付款行色匆匆，有些

则会跟涛涛进行简单的交流，尝试着从他口中了解更

多关于他独自摆摊的故事……记者采访了涛涛的母

亲姚传华，从她口中走进了她和涛涛的世界。

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正值不惑之年的姚传华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

些，白发已经不受控制地在头顶滋生，脸上的皱纹也

比同龄人要多，但她依然能像夹缝中的种子一样，不

向命运低头，带着涛涛追光前行。

过去的17年，涛涛一直都在姚传华的细心呵护

下成长着。对于即将年满18岁的涛涛，姚传华有了

一丝担忧，患有疾病的涛涛如果无法学会一技之长，

那么往后的日子会变得很煎熬。2023年初，母子俩

经过多次谈心后终于找准了涛涛可以尝试且成本相

对较低的谋生之路。2023年10月，姚传华带着涛涛

学习炸爆米花、打包装盒、简单的买卖交流。刚开摊

的时候，姚传华会偷偷地找一些路人去购买涛涛的爆

米花，给他树立信心；也会找一些熟人旁敲侧击地鼓

励他，让他更有动力。从一开始需要姚传华陪着一块

守着摊位，现在涛涛完全能独立经营爆米花摊。开摊

至今，流量峰值时涛涛每天能卖出100多桶，现在流

量退去，每天能卖二三十桶。平日里，姚传华喜欢用

手机记录生活并且分享到网络上，网友们对于涛涛独

自售卖爆米花的行为更多的是同情和赞扬，但也有网

友表示不理解，在寒风中待上六七个小时对常人来说

都算得上是煎熬，更何况是涛涛。姚传华说：“比起学

手艺，手抖得厉害的涛涛更喜欢摆摊。我终会有老去

的一天，没有办法一直照顾涛涛，只有他自己掌握一

门生活技能，我才能放心。”

点滴爱心，汇聚成光

老家是湖北恩施，嫁到安徽怀远，最后为何选择

扎根杭州？姚传华说，“在杭州我能感受到温暖和

爱。”在杭州的二十余个春夏秋冬，帮助过姚传华一家

的人多到连她自己都数不清，只不过每次回忆涌上心

头之时，暖意萦绕。

目前姚传华租住的房子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靖江

街道，两间店面和一个房间都是以低价租到手的。其

中一位房东何心书说：“我跟姚传华一样都是外省来

杭扎根的新杭州人，她白天不仅要守着副食品店跟她

的炸串摊，还要兼顾两个孩子跟瘫痪的公公，真的很

不容易。”善良的何心书本着自家房子少挣点租金也

无所谓的初衷，以大大低于市场价的租金出租给姚传

华，并承诺永远不涨价。前些天杭州一连下了一周的

雨，姚传华的店面因渗水严重而损坏了一批货物，丈

夫趁着跑车间隙修理墙面。见到人手不够，房东不仅

出资修葺，还喊来街坊邻里一起帮助姚传华解决困

难。“在杭州租房的房东每一个都很关照我，不仅仅是

何大姐这样租金上的照顾，还有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关

怀。”提到这些，姚传华的眼眶湿润了。

在涛涛9岁的时候，姚传华生了二孩。当时离她

家不远处的萧山区大脚板幼儿园为姚传华的二孩提

供了优惠托育服务。“我们园区离姚传华家仅一路之

隔，能为她减轻生活负担是举手之劳。”园长汪彩虹告

诉记者，每天放学后，园区内的户外游乐设施也对涛

涛两兄弟开放，解决了姚传华傍晚既要摆摊又无人带

娃的困境。正是这些他人眼中的举手之劳，给姚传华

的生活带去了无数道光，指引着她继续前行。

反哺社会，照亮他人

2023年12月19日晚，涛涛在家刷短视频时看到

甘肃省发生地震的新闻，善良的他问母亲姚传华：“甘

肃地震了，那边的弟弟妹妹怎么买饭吃？我想给他们

捐钱买吃的。”当时正在做家务的姚传华没听清，正在

上小学的小儿子又给她复述了一遍，“哥哥说要给甘

肃捐钱。”姚传华很欣慰，本就经济不宽裕的母子俩各

拿出了1000元，一起给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

撒拉族自治县红十字会汇了款。姚传华说：“我们接

受了社会各界以及爱心人士的关爱，尽管能力有限，

但涛涛也明白了‘感恩’二字。”2023年12月20日一

早，姚传华第一时间把捐款截图拿给涛涛看，“我们捐

的金额不多，但也是一份心意。”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已经7年未回湖北恩施的涛

涛很想念远在家乡的外公外婆。“腊月廿八是我父亲

的生日，涛涛很有孝心地准备用自己卖爆米花挣的钱

给外公买生日礼物。”姚传华满眼笑容地告诉记者。

2023年对姚传华一家来说是值得分享的一年，他们

不仅收获了“萧山好人”“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奖”，最

重要的是涛涛学会了自力更生。虽然挣的钱不多，但

涛涛终于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身边的人感受到

他的光与热。

2月3日，姚传华打算歇下手中的活与丈夫、涛涛

一起踏上返乡路，忙碌的一年终于能够画上团圆的句

号。

这场迎春会上，劳模工匠展示了“有趣的灵魂”——

说得了脱口秀 跳得了“科目三”

劳模工匠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