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娇：

“我对老师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足够了解这个孩子，才能更好地
开展教学。 ”这是艺多星艺术培训学校的执行校长韩娇，常对培训
班老师说得一句话。

1997 年在安康出生的韩娇如今已经是艺多星艺术培训学校
的执行校长。 她热情活泼，落落大方的性格给人舒适之感，交谈中
语言犀利，声音铿锵。韩娇 2020 年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作为一位
爱好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毕业之际，她已经对未来发展有
了明确的蓝图，志在创办一家专注于口才培训的学校，并且将毕业
论文的主题也选定为少儿口才教育类。为了学习更多的口才知识，
韩娇在实习期间深入参与了当地的培训班，担任口才老师。通过这
段经历，她不仅学习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口才教师，还掌握了如
何有效地进行儿童口才教育。在这个过程中，韩娇逐渐对这个行业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深深爱上了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

毕业后，韩娇正式进入艺术教培行业成为一名口才老师，积极
参与各种教学培训和研讨会，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提升自
己的教学技能。 她相信，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才能为学生提供最
优质的教育服务。 这也为她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近 3 年的教学生涯，韩娇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就着手
准备开办一家少儿兴趣培训机构。恰巧，韩娇曾经任职的教育培训
机构的负责人得知了她的构想，对她的勇气和能力表示赞赏，并向
她引荐了一位有意发展教育行业的王女士。双方经过商讨，迅速达
成一致意见，并立即开始策划相关事宜。 王女士拥有场地资源，而
韩娇则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二人携手合作，在汉滨区钻石西路迅
速地将一家艺术培训机构成功创办，命名为艺多星艺术培训学校。
在谈及家人是否对韩娇的创业给予支持的问题时， 韩娇带着微笑
回答，她并未向家人透露其创业计划，这所学校完全是依靠她个人
的积蓄建立的，没有借助家庭的任何帮助。韩娇所展现出的这种独

立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为确保教学品质，韩娇在初期招聘教师时，首要条件是应聘者

必须接受过相关专业的系统教育。 韩娇坚信，身为教师，至少应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否则她无法安心将学生托付给他们。 年轻
且具备耐心亦是韩娇招聘条件之一，年轻人思维活跃，富有创意，
并且对待孩童能够展现出更多的耐心。 招聘一名教师，韩娇需对众
多应聘者进行细致的面试， 只有全面满足既定条件者方可进入培
训阶段。 培训期间，韩娇亲自对实习老师进行岗前指导，只有达到
教学标准的实习老师才有资格正式担任教师职位。 组成师资团队
后，今年 6 月艺多星艺术培训学校正式开始运营。

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亦是层出不穷。 在培训班正式开业之际，错
过了暑期的招生高峰期，初期的招生工作遭遇重重困难。 未能寻找
到有效的招生策略，不得不采取走上街头派发传单的方式，尽管付
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成效甚微，未能招收到预期数量的学生。 韩娇
没有放弃， 开始学习其他机构是如何招生的， 从别的机构借鉴经
验。 为了招生，韩娇尝试了很多方法，包括在社交媒体上投放广告、
与当地其他机构合作举办免费体验课； 以及邀请家长和学生参观
学校；举办书法作品展示，通过这些努力，艺多星艺术培训学校逐
渐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招生情况也开始有所好转。

在韩娇所教授的学生中， 有一对姐弟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
印象。 最初是姐姐张紫琳在韩娇的班级中学习口才，在韩娇的指导
下，她进步神速，表现得自信而从容，在众多场合中赢得了多项荣
誉。 学生家长观察到其姐姐张紫琳在韩娇的口才课程中取得了显
著的进步，因此决定为弟弟张梓晨也报名该课程。 然而张梓晨在课
堂上的表现令韩娇颇为困扰，他常常不专注于课程内容，而是忙于
自己的事务。 面对这种情况，韩娇尽力引导他重新集中注意力于课
堂学习， 效果却微乎其微。 韩娇千方百计地摸索张梓晨的性格特
征，在与家长多次深入交流后，她了解到弟弟张梓晨实际上对姐姐
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 韩娇灵光一闪，决定带弟弟去观赏姐姐的一
场演讲比赛。 张梓晨在台下目睹了姐姐在演讲时的镇定自若和情
感充沛的表达，当评委为姐姐颁发奖杯时，弟弟凝视着那光芒四射
的奖杯，眼中流露出钦佩之情。 自那以后，弟弟在课堂上也一改往
日的态度开始专注听讲， 并积极参与口才训练， 口才逐渐得到提
升。最终弟弟能够在机构举办的舞台活动中独立担任主持人。看着
他们的变化韩娇心里也充满了成就感。 “真的很感谢韩老师，以前
家里两个孩子不太喜欢表达，胆子比较小，现在经过您指导锻炼之
后，他俩也变得自信了，经常主动参加学校演讲、朗诵、各种活动，
这将是影响他们一生的学习经历。 ”家长欣慰地说。

当前，艺多星艺术培训学校开设了口才、书法、绘画等课程，致
力于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艺术教育。 学校拥有超过五十名学生，并实
行小班制教学模式，以确保能够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实施个
性化教学。 韩娇强调，教师需深入了解每位学生的个性特点、优势
与不足，并进行持续地跟踪指导。 此外，教师与家长之间应保持良
好的沟通，确保家长能够及时掌握孩子的学习进展和成长情况。

“她对待工作的态度真的是一丝不苟， 对于教学从来不马虎，
在她身上我看见了年轻人的活力和希望， 我也希望她能把培养学
生这件事越做越好。 ”艺多星培训学校合伙人王女士说道。

正是韩娇的专业细心，用心地对待学生，才能换来学生和家长
们的信任。 韩娇表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作为老师，肩负着无比重
大的责任与使命。 老师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重要引路人，需要不断提
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陪
伴他们茁壮成长。

李小兵是地地道道的泸州人，品酒爱
酒，少时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对
酱酒情有独钟。 为了研究酿造酱酒，他专
程从白酒之都的泸州举家西迁到有“美酒
之乡”美誉的贵州赤水河畔，最后成为全
国著名的省级酱香型白酒研究机构———
贵州省赤水河畔酱香型白酒研究中心的
首席专家。 李小兵研制的酱酒有着独特的
酿造工艺和卓越的品质，首批产品一经推
出便供不应求，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其生
产过程也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并结合现代
科技，确保每一瓶酒的风味都达到最佳状
态。 李小兵本人也因对白酒的深入研究，
担任中国白酒 3C 计划项目技术专家组副
组长、国家级白酒评委等职位。

在白酒行业深耕三十一年，李小兵一
直兢兢业业，潜心致力于酒类生产酿造的
研究， 在推动白酒酿造标准化的同时，更
为行业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力作用。

千百年来，酒在国人的生产生活中占
据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在谈论酒时，也常
常会将文化的源流和个体情感注入其中，
使得白酒更具内涵。 对此，李小兵认为应
当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白酒，借助
创新的工艺， 使中国白酒更具滋味的同
时，起到传承发展的作用，赋予中国白酒
新的生命力。

李小兵将酒誉为“天之美禄”，他深信
酒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他
提出“酒是宇宙的交响曲”这一全新理念，

他表示：“酒是人类情感的润滑剂， 即便是
素未谋面的人，共饮几杯之后，也会畅所欲
言。 ”

一次难得的机会， 笔者与酱香型白酒
研究领域的专家共酌并交流心得， 在品鉴
美酒的过程中了解到，李小兵夫妇经常都
会与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等交流，工作
之余，品酒自然成为他们放松的方式之一，
而他们精心酿制的上味酱酒无疑成为首选
佳酿。 在品酒过程中， 贤达人士的诗韵才
情此时便竞相涌现， 人们在酒桌上谈论历
史文化，创作诗词歌赋，于酒中品出千般滋
味，道尽心中的悲欢苦乐，酒成为最好的媒
介，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情不自
禁地敞开心扉。

因为对白酒研究和酿造工艺的执着追
求，李小兵一年至少要喝数百斤白酒，亲朋
好友都笑着打趣称他为“酒神”，李小兵也
以更澎湃的激情投身到对酒的研究中，常
常从工厂出来，满身都带着粮食发酵的浓
郁香气。 “酒是植物精华，人们从自然中汲
取智慧，让粮食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生了
神奇的转化，最终成为令人迷醉的白酒，这
也是白酒的魅力所在。 ”提及白酒，李小兵
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间，话匣子收都收
不住。 他的热情和专业也助推其研究成果
屡屡朝着新的方向推进， 产品工艺更是出
新出奇， 融于舌尖的酒液赢得爱酒之人的
推崇，让这一缕酒香飘逸八方，名满天下。

李小兵：

韩娇

一缕酒香飘天下
通讯员 张峰涛

风好正是扬帆时
实习生 张睿丹

黄希昭：

黄希昭

旬阳拨画是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是一
种使用针线刺绣、线描、布艺堆贴等手法展现的工艺画。
流传于民间，其做工精美、色彩丰富、立体感强 、神态逼
真，深受人们喜爱。 在旬阳，有这样一位非遗拨画传承人，
她凭借一双巧手创造出了拨画的无限魅力， 她就是旬阳
市拨画非遗传承人黄希昭。

75 岁的黄希昭，拨画技艺娴熟，挥洒自如，所绘之画
生动逼真。 黄希昭自幼就具有艺术天赋， 儿时就登台独
唱，出演眉户剧；上学期间，一直担任文艺委员，工作后也
多次从事与艺术相关行业。 对艺术的敏感也成为她对拨
画爱好的铺垫。 她对拨画的爱好始于孩童时期，经常看着
母亲熟练地进行拨画创作，母亲告诉黄希昭：做起拨画来

你外婆比我更好。那时候她便对拨画、刺绣、剪
纸等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之受到母亲的
熏陶和耳濡目染，还逐渐学会了如何自己动手
做拨画，将这份对艺术的热爱融入自己的生活
中并持之以恒保留着这种兴趣。

早年工作时， 她虽保持着拨画的爱好，但
由于工作原因没有专门研究， 自 2007 年黄希
昭退休后，就全心投入到母亲遗留的拨画创作
中。最初开始创作，材料是一大难题，黄希昭母
亲的传统做法是用丝绫来拨画，制作中对丝绫
的纯度要求高，黄希昭目前所找到的丝绫达不
到要求且价格昂贵，制作起来非常困难。 经过
多次制作尝试，她创新性地将传统的丝绫材料
替换为色彩更加丰富且经济实惠的凤尾纱，所
呈现的效果与丝绫无异，解决了制作材料的一
大问题。 在制作过程中，她融合了多种刺绣技
艺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且区分
了展览性拨画与实用性拨画的不同技法。她在
旬阳传统拨画工艺基础上，融合了堆绣、宫廷
补绣、拨云子等多种绣法的精髓。

黄希昭深知，要想让拨画艺术真正活在人
们心中，就必须让它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成为人
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因此，她着手将拨画融入
现代设计之中， 将拨画元素融入家居装饰、服

饰设计等领域。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拨画艺术在现代社
会中找到新的生存土壤， 让更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就能
接触到这门传统艺术。 多年来，经过黄希昭的潜心实践和
不懈坚守，她的拨画各方面都展现出了新的风采，创造出
一系列令人眼前一亮的实用艺术品。 制作了广受欢迎的
传统装饰品，如门帘、花鞋和儿童虎头帽等，她还设计了
香囊、钱包以及时尚的随身背包等新式文创产品。 这些产
品不仅紧跟现代潮流， 还蕴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
韵味。 她也举办了作品展，吸引了众多的拨画爱好者前来
观展。

2018 年 3 月，在“长安银行杯·树新风 助脱贫 巾帼
展风采”安康市妇女手工艺品大赛中，黄希昭获得由安康

市妇女联合会、安康市总工会、共青团安康市委安康市文
化文物广电局、安康市扶贫局评为“安康市妇女民间手工
艺能手”光荣称号，并在安康市妇女手工艺品大赛中荣获
布艺类一等奖。 如今，她年岁渐长，视力也大不如前，而拨
画艺术的传承一直是她的愿望。 “我就想自己拿材料免费
给别人教， 不能让拨画在我这儿失传了， 要把它传承下
去。 ”黄希昭说着她的心愿。

黄希昭不仅致力于让民间拨画这项传统手工艺在当
代焕发新生，更期望它能够得到永久的传承。 她积极开办
传统拨画技艺培训班， 为有兴趣的学习者免费提供材料
和指导。 走进希昭绣坊，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精美绝伦的
拨画作品，颜色鲜亮的牡丹花开、栩栩如生的喜上眉梢、
传神写照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让人为之惊叹。 拨画
两字，一字在“拨”，单就用针将图
案边角拨出轮廓这一步就极具智
慧；一字在“画”，它要求创作者具
有基本的审美水平和美术素养。 在
开办的两期拨画培训班中，黄希昭
的教学一丝不苟，从选底稿、编序
号 、裁小图 ，到粘贴棉花 、以针拨
图，再到组合图案、沿图锁绣、轻描
上色，黄希昭对每一个烦琐的步骤
都精益求精， 凝结着慧心巧思，将
自己所掌握的技巧和技法倾囊相
授。 拨画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它
更是一种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载体，
蕴含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情感。
因此， 她不仅致力于传授技艺，还
注重讲解拨画背后的故事和文化
内涵， 使学员们在学习技术的同
时，也能深刻感受到拨画所蕴含的
丰富文化。

“我对拨画是比较爱好， 所以
就要把这个事情做成，让这种艺术
传承下去，去发扬它、宣传它。 ”黄
希昭介绍说。

黄希昭希望将拨画艺术走进校园， 让更多的孩子从
小接触并了解这项传统艺术。 通过教育的途径，培养孩子
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爱好， 从而为拨画艺术的传承注
入新的活力。 同时她准备利用周末时间，每周在家里举办
一次拨画培训，让对这门艺术感兴趣的人，可以有机会参
加学习。 为此黄希昭准备了很多拨画材料，免费教学，免
费使用材料， 为拨画走进校园和周末培训做好了充足的
准备工作。

黄希昭对拨画的热爱和坚持， 确保了这份技艺得以
传承和发扬光大。 不仅让拨画艺术得到了新生，也为传统
文化的传承开辟了新的道路。 她坚信，只要不断努力，拨
画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让非遗“拨画”焕新彩
实习记者 张晶晶 通讯员 周茜 乌蒙

李小兵

拨拨画画作作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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