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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纸 蝶 变 只 为 一 城

以针代笔，王四云再现汴京繁华

巧妇巧手，7年绣出22米长卷
绣一针藏一针

毫厘之间活灵活现

3月7日，在9名村民接续中，
王四云绣制的22米《清明上河
图》被徐徐展开，第一次完整地
呈现在世人面前。长卷中，远山
树景，层次分明；亭榭瓦砾，井然
有序；迎亲队伍，栩栩如生；喧闹
集市，活灵活现……每个人物大
小虽仅数厘米，但动作生动自
然，令人印象深刻。

再次看到自己绣制的作品，
59岁的王四云眉眼间满是笑意，
开心之情溢于言表。“我绣了7
年，这还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画
全貌。”言谈之间，王四云忍不住
回忆过往，2555个日夜，更可谓
是酸甜苦辣咸万般滋味在心中。

“起初绣制，我也是心里打
怵。”王四云介绍，涉及《清明上
河图》的绣制书籍就有4本、近
400页。为了学习相关技术，弄懂
其中原理技巧，她从如何打格画
线学起，整整研究了近一周才敢
动手，而书也早已被她翻烂。

万事开头难，王四云的绣制
过程亦是如此，在绣制第三天，
看着漫长的布卷、密如繁星的图
纸，她也头痛心烦。但绣着绣着，
她感觉自己如画中人般，入了
迷。“我每天都是干完手里的农
活，再插空绣。”王四云说，农忙
时间，只有到晚上才有闲暇时
间。从晚上7点左右开始，绣到凌
晨一两点是常事，中途口渴，她
也不愿起身喝水，生怕浪费掉宝
贵的绣制时间。

虽说王四云绣制热情高涨，
这幅十字绣作品却有着严格的
要求，作品需正面平整，反面没
杂乱线，针法方向一致，针线用
力均匀。而且《清明上河图》涉及

人物众多，亭台楼阁林立，所绘
人物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各
异，而且穿插着各种活动，光是
色彩针线就有87种，针法有10余
种。随着技法的日趋成熟，王四
云可以把杂线全部都藏到画里
头，绣一针藏一线，一来二去，她

“藏线”的功夫日渐成熟。

先学习再实践
带动村民重拾“女红”

如果说10厘米的布卷无杂
乱线容易，但22米的长卷从始至
终平整并非易事。面对如此浩大
的工程量，王四云没少下功夫，

先是去兖州学习，后是回家实
践。在绣制中心虹桥部分时，面
对人物众多、形态各异、商贾云
集、店铺林立，色彩多、需要频繁
换线多等情况，王四云耐心推
进，用6年绣出全景，再用一年细
心绣制人物，在2555个日夜中，
王四云将全部情感都注入画中，
光是虹桥区域就绣了两个月。

不论春夏秋冬、寒暑易往，
王四云除农忙时间外，每天一绣
就是六七个小时，直到绣得两眼
发花、腰酸背痛、手脚麻木，才肯
停下。而这期间，她也用坏了十
多把剪刀，上千根刺绣针，手上
被针扎破的痕迹至今清晰可见。

谈及为何如此热爱，则源于
她从小心灵手巧，善于女红。“结
婚 后 她 是 十 里 八 乡 的‘ 巧 媳
妇’。”丈夫程德壮称，爱人王四
云织毛衣、做衣服、套棉衣样样
精通，谁家有困难都乐意找她帮
忙，她也总是乐此不疲。

而真正与十字绣结缘，则因
一次偶然的机会。“邻居拿来一
幅十字绣让我帮着绣。”王四云
说，初次接触，她便被精致的手
工艺，美轮美奂的图案所吸引。
自此，便开始了她的绣制之路，
从小型画作到数米长卷，十余年
来已相继绣出《八骏图》《富贵花
开》《十二金钗》等精美绣作。

在她的影响下，村里不少
“巧媳妇”们也开始重拾女红，每
当遇到绣工难题时，都会找她请
教。王四云更是乐于其中，一针
一线，手把手教。

“王四云手绣《清明上河
图》，反映了当代农村妇女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将因
势利导，组织好村民培训和电商
销售，进一步推动当地刺绣产业
发展，为乡村文化振兴作出应有
贡献。”济宁高新区柳行街道乡
村振兴服务队队长王长祥说。

记者 孔茜 丁安顺 通讯员 李庆平

10余种针法、87种针线、2555个日夜……，这是济宁高新区柳行街道许厂村村民王四云绣制22米
《清明上河图》长卷时，留下的一串数字。7年间，她以布为纸、以线代墨、以针代笔，将汴京清明时节
繁荣景象跃然“布”上，再现古时人间烟火气。

王四云正在细心制作十字绣作品。

扫码看视频。

本报济宁3月9日讯（通讯员
宋宇 程心怡） 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保护创新。近年来，济宁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坚持以“知识产权
创新突破年”攻坚行动为抓手，以
服务制造强市建设为主战场，致
力于知识产权“创、运、保、管、服”
全链条发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十四五”开
局以来，全市新增专利申请4万
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50亿
元，国家级专利奖项、知识产权示
范和优势企业再攀新高，分别达
到12件、28家。

提升“创”的质量。紧紧围绕

“231”产业集群，强化政策资金引
导，强化专利导航，强化高价值专
利培育，强化对企培训辅导，立足
产业抓布局，“十四五”开局以来，
全市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
和节能环保“七大领域”新增专利
申请16708件；高价值发明专利匹
配供给产业升级能力大幅提升，
2022年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同
比增长73 . 7%，增幅居全省前列。

加快“运”的步伐。与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密切协作，与中国邮
储银行济宁支行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举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金
企合作对接会议、“入园惠企”活

动，立足企业抓转化，“一企一策”
提升质押融资效能，助企破解融
资难题。“十四五”开局以来，全市
340余家企业1600件专利获质押
融资，“智产”变“资产”，“专利”变

“红利”。2022年全市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额同比增长69 . 6%，融资
额度居全省第4位。

加大“保”的力度。会同市法
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行刑衔接，持续完善知识
产权行政执法、司法、仲裁、调解
协同联动机制，立足市场抓保护，
2022年办理了一批行政调解司法
确认案件，查处各类行政处罚案
件771件，有效净化了创新发展环

境。2022年，济宁市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行政保护绩效考核参评的
157个城市中位居第34位、两年跃
升93个位次，全省第4位，两年跃
升11个位次。

夯实“管”的能力。强化市政
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
组作用，立足共治抓管理，逐步健
全政府牵动、市县联动、部门协
作、企业主体、全社会参与的知识
产权管理大格局。完善知识产权
政策项目体系，调整了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安排高价值发明专利
培育、专利导航、知识产权示范和
优势企业培育等50多个项目，足
额兑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等

惠企政策。培育知识产权高地，任
城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
设试点区。

优化“服”的水平。立足平台
抓服务，“十四五”开局以来，全市
申建省级以上各类公共服务平台
(站、点)30多处，保护维权工作站
14县市区“全覆盖”。市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平台集成检索分析、展
示交易、维权保护等功能，企业注
册量2500多家、点击量突破10万
次，让流量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设立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济
南代办处济宁工作站，实现商标
受理登记、专利权质押“一窗通
办”。

“智”产变资产，专利变红利
构建知识产权全链条体系，为济宁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金乡县应急管理局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济宁3月9日讯（通讯
员 刘云坡） 3月3日,金乡县
应急管理局志愿者联合蓝天
救援队、曙光救援队在王杰广
场参加金乡县“学习雷锋志愿
行 全民共创文明城”暨深化

“五为”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
式。并开展了以“应急救助、安
全守护”为主题的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横
副、互动提问、现场演示、发放
资料等多种方式，面向社会群
众讲解安全与生活方面常识、
危化品、烟花爆竹非法行为举
报方式及防一氧化碳中毒等
安全知识，切实提高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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