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长虹常说：“公司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完
全是党和国家给企业家创造的历史机遇，是改
革开放为企业发展和个人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
空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作为一名企
业家，他没有忘记社会责任，勇于担当、履行责
任，致富思源、回报社会。

近年来，在统战部、侨联的指导和支持
下，顾长虹积极助力脱贫攻坚，与宁夏南部
山区困难群众结对帮扶，坚持每年为西夏
区伤残军人奉献爱心，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优秀高考学子捐赠笔记本电脑，为社
会孤寡老人、残疾儿童捐款捐物，尽自己最
大努力为政府分忧解愁。他坚持以自身产
业为依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积极吸纳
无业、失业的群众进行集中培训，实现下岗
工人再就业，也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
就业发展空间。

尽管不是共产党员，但顾长虹积极向党
员看齐，为了提高政治觉悟，他积极参与政
协、侨联组织的学习活动，先后去井冈山、西
柏坡、延安等地，重温革命历史，感受先辈艰
苦岁月中的革命精神。

“我的梦想就是更好的为宁夏人民、宁夏
旅游业服务，希望宁夏大地的每一条道路
上，都有我们行驶过的印迹，作为一名民营
企业家，我一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顾长
虹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他始终不忘自己
的职责，在参政议政、履职尽责，开展公益事
业和慈善事业过程中，不断努力创新，为推
进宁夏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
作用。

信念坚定，方能阔步前行。顾长虹凭借着
“真诚、勤奋”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在创业
的道路上画满了岁月的年轮，创业历程也如同
车轮的车辙那样清晰厚重、稳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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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接触了丝绫堆绣，让我获得了自信
和成就感，大家通过作品认识了我，我也用手
艺养活了自己。”刘玉凤说，一人成功并不是
真正的成功，在每期的培训班，很多残疾人都
能学到一技之长，从而挣钱养活自己，看到她
们高兴的样子，那种成就感超越了个人取得
成绩时的成就感。

为了让更多残疾人有地方就业，作品有地
方销售，2010年，在当地残联的支持下，刘玉凤开
办了银川市丝语堆艺阁工作室，积极招收周边地
区的残疾人进入生产基地，进行免费的职业技能

培训，合格后留用。
在工作室，有一位一直跟随刘玉凤的徒

弟——马文娟，从 2013年开始，只要刘玉凤授课，
她都会去参加，慢慢也喜欢上了丝绫堆绣。

“我以前不愿意出门，更不愿意和别人交流，
但是刘老师让我走出自闭的圈子，重新认识了自
我。”马文娟说，经过长期系统学习后，现在已经可
以协助刘玉凤做教学工作。

像马文娟一样受益于丝绫堆绣的残疾人不
在少数，在刘玉凤的帮助下，很多人逐渐走出家
门，融入社会。

“刚开始创业时，就像京剧里唱的‘七八个人、
三五条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自己即当老板，
又当销售人员，公司员工每个人都身兼多职。”谈起
多年的创业经历，顾长虹眼中充满了真实和笃定。
在他的经营管理下，宁夏外事旅游汽车公司作为中
国国家旅游局和自治区旅游局涉外旅游定点用车
服务单位，承担着重要外事旅游和区内重大活动用
车接待任务，已经成为银川公路旅客运输行业知名
企业。

“近些年来，我国旅游客运行业正处在高速发
展阶段，企业必须通过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来提
升竞争力，确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健康发
展。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

开始渗透信息化管理，因此，客运管理信息化建设
是我国道路运输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一直
以来，顾长虹十分注重通过信息化、智能化的手
段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从优化企业业务流程、
科学安排线路、发现并纠正不良驾驶操作、降低
单车油耗等多个方面，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安全运
营与节能减排水平，提高了企业综合效益。在顾
长虹的带领下，公司经过多年发展，积极为区内
外游客、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的广大
客户提供热忱、安全、优质、高效的服务，并在长
期的工作中凭借良好的信誉、最佳的车况及专
业、优质的服务在区内汽车租赁、旅游包车市场
中占据重要地位。

深耕法律服务
彰显律师担当

——记大武口区政协委员
宁夏石诚律师事务所主任闫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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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宁夏旅游业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记自治区政协委员 宁夏外事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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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长虹（右一）在自治区政协会议上参加选举投票。

巧手“贴”出美好生活
——访银川市政协委员 银川市丝语堆艺阁工作室创始人刘玉凤

本报记者 郝 婧 文/图

刘玉凤（左一）和工作室的同事们制作丝绫堆绣作品。

顾 长 虹 ，自 治
区政协委员 、宁夏
外事旅游汽车有限
公司总经理 、宁夏
侨联八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 ，宁夏侨界
爱心企业家。顾长
虹热心公益事业 、
勇担社会责任 ，积
极助力脱贫攻坚 ，
与宁夏南部山区困
难群众结对帮扶 ，
先后获得中国侨联
侨界贡献奖 、宁夏

“全区归侨侨眷先
进个人”等荣誉。

带领公司健康高效发展

坚持做有温度的企业

银川市政协委员、银
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丝
绫堆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刘玉凤，4 岁时因病致残，
人生经历了低谷、失落再
到重生的过程，如今她开
办了银川市丝语堆艺阁工
作室，带领一批残疾人从
事堆绣项目的创作及销售
工作。

“这个面料底部本身要比外面大，所以排料时
要尽量内弯，画线时要从里面画，笔要倾斜一下，
才能把后面处理干净……”日前，在银川市丝语堆
艺阁工作室，当记者见到刘玉凤时，她正带着同事
赶制一批定制的礼品。

记者静静观赏工作室内丝绫堆绣：《事事如
意》《工艺胸花》《月光小鸟》等作品内容丰富、取材
广泛，自然风景、人文风貌尽收其中。在一旁作画
的她们，认真细致，在一堆堆绫罗绸缎中认真选
材，再借助剪刀、镊子、绣针、糨糊等剪裁、缝合、拼
接，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画作就在她们手中诞生了。

“丝绫堆绣起源于隋唐时期的宫廷补绣，因
为其材料以布料居多，在民间俗称‘布贴画’，它
是民间巧女、刺绣能手在长期的实践中，融合民
间剪纸、刺绣、壁画、国画等特点，就地取材，以布
代笔，是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民间传统技艺。”放
下手中的工作，刘玉凤为记者讲述丝绫堆绣的历
史缘由。

“4岁时因为一场疾病，导致我肢体残疾，处处
受到制约，还总是拖累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
龄的增长，刘玉凤发现，一味地颓废只能毁掉一个
人，必须要走出去，走向社会，学会养活自己。

200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到银川市残联
组织了手工制作培训班，抱着试试的态度，她去参
加了。

“我最感激的就是残联，它是我人生的‘引路
人’‘娘家人’，在培训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各种手工
技艺，它让我相信只要心中不放弃，一定可以实现
自我价值。”刘玉凤回忆说，看到一片片色彩斑斓
的特殊面料在老师的巧手下变成一幅幅活灵活现
的手工作品，当即就喜欢上了这个手艺，直到现在
十几年过去了，她最庆幸的就是选择了丝绫堆绣。

培训结束后，她开始尝试学习制作，一开始只
是兴趣爱好，根本没想过这将成为她赖以谋生的
职业。

“有一次我带着做好的几幅作品去参加银川市
的一个手工艺品大赛，竟然获得二等奖，参赛人员
及观众对我的作品大加赞赏并纷纷与作品合影留
念。大家一致鼓励我多出作品，参加更高级别的大
赛。”刘玉凤没想到大家对她的作品这么肯定。

通过多年对丝绫堆工艺的刻苦钻研，刘玉凤
的作品质量有了很大提升，2008年她远赴北京进
行系统性的学习，回来后作品风格多变，工艺技艺
大幅提升。

2010年，刘玉凤成为了残联特聘的丝绫堆绣
技艺老师，从那天起她就把丝绫堆绣当成真正的
主业。

一次机缘爱上丝绫堆绣

2010年至 2017年，是刘玉凤人生最精彩的 7
年，她精湛的技艺赢得了诸多赞誉。

2012年，她率领创业团队参加第二届宁夏青
年创业电视大赛，经过几轮残酷的筛选，最终在众
多的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2015年获得第
三届西北五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丝绫堆绣）
项目一等奖；2016年获得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丝绫堆绣）项目传承人资质；2017年获西夏区
创业带动就业先进单位称号。

2018年年底，她因为腿部手术原因，无奈的
将经营多年的工作室关闭了。直到 2020年，病情
好转后，她又捡起了丢失许久的手艺，重开了工作
室，充实团队，继续把丝绫堆绣手艺做起来。今

年，她获得了自治区级丝绫堆绣项目资质。
刘玉凤还一直积极参加各类慈善公益活动，

多次将她的堆绣作品进行捐赠，把款项投入慈善
基金会。

“和其他技艺相比较，丝绫堆绣的技巧其实
不难掌握，只要静下心来、充分发挥想象力，老少
皆宜，关键看你能不能发现美，有没有心思留下
美。”刘玉凤告诉记者，作为传承人，目前她也在积
极推广这项手艺，工作室现在一直在培养丝绫堆
绣县级传承人。刘玉凤还开设了网上直播，通过
线上直播形式让更多人认识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丝绫堆绣，也让工作室的产品有了更广阔
的销售渠道。

心中有美人人都是传承者

一门手艺成就新人生

闫雪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政协委员，宁夏石诚律师事务
所主任，她专业而清晰的讲解声经常在移民村、企业、监狱、看
守所、部队、学校、残联的法津讲堂回荡，以女性的细腻和耐心
以及过硬的业务素质为困难群体发声，帮助他们用法津的武
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0多年来，闫雪萍为农民、工人、军人、学生送去法律的春风，
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身边发生的真实
案例讲解给大家。她说：“每堂课只要有一个人因为听了我的讲
解，能有所收获，不参与犯罪，我就觉得值了。”

公益活动没有任何收入，还要占用大量的时间精力，一些同
行都不理解。闫雪萍却说，像冬雪永远不懂夏花的快乐一样，公
益为她带来的丰盈与快乐只有她自己知道。“虽然费心费神，也没
有经济收入，但百姓的感谢，社会的认可，都是一笔无可替代的精
神财富。”

从业 15年来，闫雪萍办理了数百件法律援助案件，承办的刘治
良工伤赔偿案入选全国百优案例，在司法部、全国总工会、国家广
电总局举办的“法律援助与困难职工同行”大型公益晚会上得到展
播，在 CCTV直播晚会上接受著名主持人撒贝宁采访；承办的马某
共有权确认案，入选全国法律援助宣传片；承办的马某故意伤害
案，被评为全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优秀案例；承办的多起法援案件
被拍摄成法援短片《一个老人的心愿》《柳暗花明——法援两次帮
助过难关》《李某确认劳动关系》等在宁夏电视台播出。

“工作、公益两不误，这是我人生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闫雪
萍告诉记者。

如今，闫雪萍已经获得全区法律援助十佳律师、全区优秀公益
律师、宁夏十大法治人物、石嘴山市十佳律师、石嘴山市法律顾问
团成员、石嘴山市法律援助志愿服务队队长等称号，每一项荣誉都
实至名归。

开展社区法律讲堂 为群众解忧

1999年大学毕业后，学习园林专业的闫雪萍被分配到原大武
口煤机厂，这一干就是 15年。前 10年的时间里，她在农场施展着
自己的专业才华，肤色晒得黢黑，她却乐在其中。后来的 5年，因园
区被征用，她被调到厂部开始从事宣传、管理档案、撰写材料等工
作，虽然各项工作井井有条，但自己的专业没有了发挥空间，让她
感到空前的失落。在业余时间，她开始学习法律知识，苦读法律专
业，并在 2004年取得了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证，2006年通过
了全国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证。自此她离开了煤机厂，开启了自
己的律师生涯。

2018年年初，大武口区一租户家中暖气不慎漏水，导致楼下住
户家中瓷砖家具被浸泡，造成经济损失，双方就赔偿一事互不相
让，无法达成一致。社区调解员在多次劝解无果后，找到闫雪萍帮
忙，经过数小时劝说，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她监督当事人现
场支付赔偿款后，才在寒风中踏着夜色而归。

2019年春节期间，居住在大武口区朝珠胡同的李阿姨来到社
区哭诉,说儿子没有工作还酗酒，喝醉后向她要钱，不给就乱喊乱
叫、乱砸东西，老人有时吓得连家也不敢回。闫雪萍了解情况后，
多次赴老人家中走访，对其儿子宣讲法律法规，并通过私人关系为
其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
“多年来，闫律师一直在社区帮我们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接待

等工作，疏导、化解邻里矛盾，开设法律小讲堂，向居民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大武口区荣景社区书记姜李娜说。

2017年，受大武口区长城街道办事处荣景社区邀请，她在社区
建立了全区第一家社区律师调解室，同时她也被自治区司法厅授
予“金牌调解员”称号。

“社区人员复杂，邻里之间的各种琐碎纠纷时有发生，一些小
事达不到对簿公堂的程度，但不及时解决就会给社会留下很大的
隐患。”闫雪萍说。

从此，闫雪萍牺牲了大量的个人时间，通过“进网格、进楼栋、
进家庭”“民情家访”“民情接待”等方式搜集社情民意，掌握矛盾纠
纷动向，向群众宣法讲法帮他们维权。由她主讲的法律小讲堂每
周定时开讲，开始只有十来个人，后来场场爆满。“每堂课我至少准
备两三天，只有让大家听懂了、消化了，才能达到真正普法的效
果。”闫雪萍告诉记者。

自工作室成立以来，她积极走访入户，开展法律知识讲座 20多
期，接待来信来访上百人次，调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工资讨薪等
矛盾纠纷数十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范围内化解矛盾。

“社会的认可是无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委员本人提供）

工作中的闫雪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