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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繡、編織、陶藝……來自全國28個「美麗工坊」

殘疾女性創作的100餘件（套）精美作品12日在北京故

宮博物院展出。其中有從母親手中接過苗繡技藝、幫助

更多殘疾女性就業的殘疾繡娘張艷梅，也有帶領殘疾

母親們為冬奧製作頒獎花束的殘疾女性唐占鑫，她們

用作品向廣大母親們致以母親節的問候，希望更多

的殘疾女性通過勤勞雙手創造美好生活，更期

待越來越多的殘疾女性破繭成蝶，創造非

凡人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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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春日的一個清晨，烏茲別

克斯坦布哈拉醫院外，慕名而來的

眼病患者們已經排起長隊。

中國「國際光明行」北京大學人

民醫院醫療隊來了！2010 年以來，

這支眼科醫療隊執行了 12 次援外醫

療任務。36 歲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

眼科護士梅寧靜，已三次參加。

在一次手術中，梅寧靜看出一位老

奶奶非常緊張，便緊緊握住她的手。

老奶奶逐漸平靜下來，便緊緊回握

住梅寧靜的手。手術順利結束後，她

激動地擁抱梅寧靜。

每到一站，梅寧靜都會收穫這樣

的感謝和擁抱。「在援外醫療的使

命中，我們每個人都是『國家名

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生健康委公
布最新數據：截至2023年底，內地註冊護士總量達到
563萬人，每千人口註冊護士數達到4人，具有大專
以上學歷的護士超過80%，內地護士隊伍建設取得明
顯成效。
這支隊伍更壯大了。近10年來，內地註冊護士人
數保持年均8%左右的增長，每年約有三四十萬新
人加入。
整體素質更強了。護理學升格為一級學科。職高、
中專成了「過去式」，大專和本科已是尋常，碩士甚
至博士也不罕見。
專業技能更精了。各地結合實際，積極開展老年、
兒科、重症監護、傳染病、精神病等緊缺護理專業護
士培訓工作。「白衣天使」不只是「發發藥、打打
針」，還要有嫺熟的臨床技能，具備溝通交流、健康
指導、心理護理、人文關懷等「多面手」能力。
「互聯網+護理服務」讓護士上門，將專業的護理

服務從機構延伸至社區和居家。目前共計3,000餘個
醫療機構提供7類60餘項群眾常用急需的基礎護理、
康復護理、心理護理等服務項目。
「白衣天使」護佑生命，離不開全社會的關心、尊重和

理解。落實好各種惠護政策，不斷完善薪酬待遇制度，不
斷改善工作環境、值班休息和後勤保障條件。如此，新時
代的「白衣天使」將更有力地托起億萬人健康。

內地563萬註冊護士
練成高學歷「多面手」

白衣天使平凡崗位發光發熱

「老李，昨晚睡得怎麼樣？有沒有

哪裏不舒服？」

5月8日一早，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

醫院山西醫院心血管中心的病房裏，

西苑醫院派駐專家、護士長譚娟的柔

聲詢問，打開了高血壓患者老李的話

匣子。

每日例行查房，從一床到五十四床，譚

娟和每個患者都能聊上好一會兒。日子久

了，很多慢病患者都和她成了朋友。

中醫護理把病人看作整體。在譚娟

看來，看似「嘮家常」的交流，不僅

能安撫患者情緒，更有助於及時調整

護理措施。

「護理工作沒有什麼驚天動地。」

譚娟說，「患者的笑容就是最大的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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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日一個清晨，北京紅橋十

字路口，一位花甲老人遭遇車禍。

圍觀人群越聚越多，卻無人敢動手

施救。

「 我 們 是 護 士 ， 請 讓 我 們 處

理！」剛下夜班的北京協和醫院重

症醫學科「95後」護士高越和劉冰

撥開人群快步上前。

初步查體後，兩位護士判斷，傷

者生命體徵平穩，可以移動。二人

一邊為他處理傷情，一邊撥通急救

電話和報警電話。直到安全護送老

人上了救護車，她們才放心離開。

「仁愛善良是護士最重要的素

質。只要遇到傷患需要幫助，挺身

而出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高

越目光中透着堅定。

「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是
『
國
家
名
片
』」

◀在中國中醫
科學院西苑醫
院山西醫院中
醫護理門診，
譚娟為患者做
艾灸護理。

網上圖片

◀被救患者（左
一）及家屬向北
京協和醫院重症
醫學科護士高越
（右一）和劉冰
（左二）道謝。

網上圖片

5月12日是國際

護士節。讓我們走近幾

位「提燈天使」，感受平

凡崗位上的「光與熱」，

重溫堅守帶來的感動。

◆新華社

◆在廣西賓陽縣中華鎮的「留守兒童之家」活動
室外，張清秀和孩子們在交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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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這
個標識代表一隻張開翅膀飛翔的蝴蝶，愛心形狀
象徵着各界對殘疾人的關愛，也希望更多殘疾人
破繭成蝶，為夢想插上翅膀。」聽障女孩寧鯨蓉
是一名「00後」，作為「美麗工坊」標識的設計
者，她細緻地向觀眾們介紹了標識背後的意義，
「也借此祝福我的母親節日快樂。」

望增加工坊數量 扶持殘疾人就業
「今（昨）天是母親節，我特別感謝我的母親
一直以來對我的鼓勵。」寧鯨蓉的父母都是聽障

人士，她在出生後不久也因藥物造成

聽障。從長春大學畢業後，寧鯨蓉加入深圳一家
藝術品有限公司，這家公司也是全國首批「美麗
工坊」之一。當她聽說「美麗工坊」的標識還沒
有確定時，就開始找靈感着手設計。她把心中對
「美麗工坊」的期待，對萬千殘疾女性的祝福都
融入設計當中，花費近半年時間終於定稿，並通
過中國殘聯的認證。
寧鯨蓉介紹，標識的設計理念源於蝴蝶破繭

成蝶，結合現代的設計手法，形成富有辨識度
的視覺效果。顏色搭配方面，簡潔大氣中體現
了殘疾婦女自立自強和勇於追夢的毅力。「我
想通過這個標識體現『美麗工坊』的核心價
值，展現出殘疾女性們的堅毅魅力，為破繭成
蝶的美麗人生點讚。」

在活動現場，很多觀眾在標識前打卡留念，很
多人在聽說標識由聽障女性設計後豎起大拇指。
寧鯨蓉說，「希望這隻蝴蝶能夠鼓勵更多殘疾人
『破繭成蝶』，見證更多『美麗工坊』的建立，
幫助殘疾人就業增收。 」

◆「美麗工坊」項目殘疾女性代表唐占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5月12日是母親節，又正值第三十四次「全
國助殘日」來臨之際，中國殘聯與故宮

博物院12日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未來將攜手在優
化無障礙環境建設、推動殘疾人參與非遺傳承和
文創產業等領域開展合作。
「美麗工坊」項目透過選拔和扶持一批適宜殘
疾婦女就近就便或居家就業的手工製作企業或機
構，幫助殘疾婦女通過勞動實現就業夢想，創造
美好生活。

殘疾母親就業更困難
該項目殘疾女性代表唐占鑫和隊員們帶來了多
款可愛的環保絨線鈎織玩偶，「這些針織品的很
多部位都是用塑料瓶再生線鈎織的，不僅能為殘
疾女性們帶來收益，還可以節能減碳。」
而唐占鑫和隊員還有一件更引以為豪的事：為
2022年北京冬奧會製作頒獎花束。工期緊、任務
重、要求高，150多位殘疾朋友和志願者製作了500
束頒獎花束，用630多萬針、2萬多個小時，打造了

讓中外運動員熱讚的「榮耀之花」。這其中就有很
多偉大的母親，她們雖然身有殘疾，卻每天堅持數
小時製作，生動展現了女性的堅韌、勤勞。
近20年的輪椅生活，讓唐占鑫深感殘疾女性發展

挑戰重重，而廣大殘疾母親就業更是困難，於是決
定通過手工製作幫助殘疾女性掌握一技之長，再次
站在人生舞台。她希望有更多人看到殘疾人的創造
力和生命力，為她們鼓掌喝彩，也為她們助力加
油，「讓更多殘疾女性用雙手編織出心中夢想。」

母親手把手教苗繡
3 歲時，脊髓灰質炎瘋狂侵襲了張艷梅的健

康，雖然她的母親忍痛賣掉了自己的嫁衣，依舊
沒能換回張艷梅獨立行走的能力。身為苗繡能手
的母親手把手教導張艷梅，苗繡陪伴這個殘疾的
苗寨姑娘長大。精湛的苗繡技藝不僅讓她重新建
立了生活的希望和勇氣，也成為她幫助更多殘疾
女性的抓手。
「這是我們苗族傳統的苗繡背帶，一般都是外
婆繡給外孫的，需要好幾個月才能完成。苗族女
孩從五六歲就開始在外婆或母親的教導下學習繡
花、織布、染布。」坐在輪椅上的張艷梅一邊縫
製，一邊給參觀者講解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苗
繡的獨特之處。
她所在的「美麗工坊」已先後培養了多批殘疾
女性，幫助她們就業自立。經過不斷努力，張艷
梅工坊的訂單不斷，苗繡的市場也越走越廣，吸
引了美國、日本、法國等多地的買家前來。「很
開心能走進故宮展示我們的苗繡，也希望未來能
夠讓更多殘疾姐妹『站起來』，生活得更精
彩。」站在非遺的肩膀上，有母親的陪伴和指
引，張艷梅越來越有底氣和信心，她堅信殘疾人
也可以和健全人一樣用勤勞的雙手創造美好生
活，也期待工坊帶領越來越多的殘疾女性自立自
強，一起將苗繡推向更大的舞台。

聽障女生設計標識 願姐妹們「破繭成蝶」

◆聽障女孩寧鯨蓉現場講述身後的「美麗工坊」
蝴蝶標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張艷梅張艷梅（（左左））和母親和母親
在苗繡作品前合照在苗繡作品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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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康乃馨
盛放的季節裏，51歲的張清秀一早便被
孩子們的母親節祝福所感動。「張媽
媽！我愛你！祝你母親節快樂！」儘管
孩子們年齡各異，但他們都曾是廣西南
寧市賓陽縣的留守兒童。

難過兒子留守 萌生助人想法
今年是張清秀義務成為「代理媽
媽」的第12個年頭。2000年，她從廣
東務工回家過年時，發現兒子看她的
眼神陌生又緊張。那一瞬間，張清秀
心裏很難過。隨着年齡增長，孩子孤
獨感越來越嚴重，2010年她決定留在
家鄉，讓孩子有一個溫暖的家。
看着村子裏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
她萌生出組建一支「代理媽媽」志願
服務隊的想法。「最初我們只有五個
人，在村裏的活動室組建了留守兒童
之家。」
在孩子們心中，張清秀是一個溫暖

又嚴厲的「媽媽」。溫暖的是，她會
帶着孩子們一起做蛋糕、玩遊戲。嚴
厲的是，對一些孩子們表現出的苗頭
性問題，她會立馬指出，引導改正。
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上，「代理媽
媽」與身邊的留守兒童建立起「一對
一」「一對多」或集體形式的結對幫
扶機制。沒有硬性的拜訪次數，「代
理媽媽」隨時都可以了解孩子的學習
生活近況和心理需求，給他們一個擁
抱；留守兒童們也會傾訴自己的心事
煩惱。

全縣結對幫扶逾千留守兒童
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在婦聯等單位

的指導和幫助下，賓陽縣先後建立起
34支「代理媽媽」隊伍，800多位「媽
媽」加入了志願隊伍，結對幫扶了
1,500多名留守兒童。「代理媽媽」們
定期組織培訓，與社工團隊交流經
驗，為農村留守兒童的成長助力。
「我們最願意看到的，就是孩子們健
康、快樂長大。」這是張清秀母親節
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