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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剪纸“活”起来

职业女性榜样榜样

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合办

李红：这个行业需要巨大的信念

《雪兆丰年》《丁香》《王

贵与李香香》……当一幅幅

灵动的纸贴画作品在近期

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妇女手

工创新创业大赛的舞台上

呈现时，今年80岁的“非遗”

传承人刘书琴向评委娓娓

道来自己与纸贴画结缘30

年的感悟与传承，凭借高超

的艺术水平、独特的创意理

念和坚守传统文化的初心，

刘书琴一举摘得大赛最优

创意奖和助力贵州苗绣+产

业入围奖两个奖项——

中年危机的种种现象，大部分是受到职场舒适
圈及晋升瓶颈所影响的表现，但是否走出舒适圈实
现突破，也取决于个人的积累与追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刘书琴是辽宁抚顺市手工艺界
的典型代表，她醉心于纸贴画，和纸
打了一辈子交道，其画作的立体感和
明暗交错间呈现出似油画又似摄影
的视觉感受，被誉为“相机也拍不出
的效果”。

耳濡目染的艺术启蒙

说起自己的艺术造诣，刘书琴总
是会谈到自己的母亲和祖母。刘书
琴在儿时就跟着母亲走街串巷靠着
卖剪纸画补贴家用。被誉为“剪花娘
子”的母亲给了她最初的艺术启蒙。

“那时候都是单一的颜色，但母亲
却告诉我要想让花更好看，就要在染
色的时候考虑到颜色的深浅，这样染
出来的花才立体。”刘书琴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母亲用最通俗易懂
的话教会了她绘画中最重要的因素：
明暗关系。

耳濡目染下，刘书琴很小就掌握
了剪纸这门艺术，六七岁的时候就能
独立剪出一些图案，上学后又凭借扎
实的绘画功底进入师范学校学习美
术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美术老师。

一次，她在班级里看见很多废旧

的挂历，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脑海
里：何不用挂历剪成图案，粘在黑板
上，既漂亮又立体。凭借着小时候的
剪纸功底，一幅剪纸板报快速地在脑
海中构思完成，一张张废旧的挂历在
刘书琴的一双巧手下瞬间变成了色
泽饱满的纸贴画，学校师生无不为其
立体感和灵动性称赞。

剪纸工艺的现代传承

要想在平面的纸上贴出立体的
效果并非易事。刘书琴白天备课，晚
上利用孩子睡后的时间反复钻研，将
挂历纸按照明暗关系和肌理进行剪
切和粘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重
来，最终一幅幅立体、生动的纸贴画
终于呈现了出来。

剪纸是古老的民间手工艺术，
而纸贴画则是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
传承。“两者都是用剪刀完成的工艺，
但纸贴画将二维空间变成了三维立
体。”刘书琴告诉记者，纸贴画通过构
思、组合，运用精细的剪工和拼贴工
艺，作品的表现上具有色彩丰富，光
影透视的三维立体空间。她觉得，随
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多彩纸的出现，更
新颖的艺术形式呼之欲出。刘书琴
创作的纸贴画主要以花卉、人物、风

景为题材，色彩丰富、别具一格，不仅
具有观赏价值，在现代家居装饰上也
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在挂历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商
业宣传单、海报也成了她的创作来
源。“这是一门变废为宝的艺术。”刘
书琴在创作的同时也秉承着环保理
念。在刘书琴家里，记者看到抽屉和
柜子里平平整整地摆放着她多年来
收集的废旧传单、画报，时至今日，已
经80岁高龄的她还坚持捡拾废旧画
报，身体力行地教育下一代要牢记勤
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刘书琴的纸贴画既有民间工艺
的制作，又有现代绘画的特点，传统
与现代相互交融中，增强了观赏性和
实用性。

因为突破了传统剪纸工艺的局
限性，刘书琴的纸贴画与现代家居装
饰相得益彰，又被誉为是具有新时代
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刘书琴的推动下，抚顺市首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在顺城区天
茂家园顺新社区挂牌成立。为了将
这项既贯彻环保理念，又涵盖民间工
艺的技艺传承下去，她常常走进社
区，为幼儿园的孩子们传授满族剪
纸、树叶贴画、布贴画、纸贴画等手工
艺技巧。她曾先后走进辽宁石油化
工大学、沈阳工学院等学校给学生传
授纸贴画技艺，主题讲座“深度非遗-
技艺传承”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多年来，刘书琴桃李满天下，她的
学生林晓创建“晓林原创纸贴艺术特
色工作室”，带领由抚顺市新抚区39
名美术教师组成的“非遗传承纸贴画”
小团队，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
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上大胆探索，创新
纸贴画技艺。在刘书琴的悉心传授
下，很多学生还把作品带到国外，以纸
贴画为载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今刘淑琴最大的心愿就是尽
最大所能多参加公益培训和讲座，让
更多的人了解、传承这项技艺，并希
望更多的妇女姐妹们由此创造更多
的经济价值，拓展就业渠道，实现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 周佳丽

1月25日，中式快餐品牌——乡村
基快餐连锁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乡村
基）向港交所提交招股书，正式冲刺
IPO。执掌乡村基、大米先生两大餐饮
品牌，乡村基有望拿下国内中式快餐上
市第一股，也拉开了2022年餐饮上市潮
的序幕。

这是一位“60后”重庆女老板白手起
家的故事。1968年，李红出生在重庆一
户普通人家。16岁那年，她被父母送进
厨师学校，自此与餐饮行业结下不解之
缘。1996年，李红与丈夫张兴强在重庆
解放碑的群鹰广场开出了第一家“乡村
鸡”（后更名“乡村基”）。目前，乡村基已
坐拥超1000家直营门店，开遍了川渝地
区，也走进了上海，一年进账超30亿元。

创业25年，开出1000多家门店

天生我材必有用，是李红对自己创
业历程的总结。

她8岁就开始做家务，燃煤生火也
是家常便饭，与厨房早早结缘。1984
年，16岁的李红被父母送往重庆商业技
工学校学习了两年的烹饪。

“当时连刀都拿不稳，杀鸡连鸡都捉
不住，还不到16岁，我十分挣扎。”李红
曾在一次演讲自述中回忆。即便如此，
这两年的学习经历使得李红加深了对餐
饮的认知，她深刻意识到，做餐饮，好吃
始终是第一位。

厨师专科毕业后，李红参加过四川
师范学院成人自考，后到汽车运输公司
电大做教务。她人生里第一份与餐饮相
关的工作，是重庆加州牛肉面馆的门店

经理。彼时，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在
中国风生水起，这股餐饮潮流引起了李
红的注意，她开始谋划一件大事。

1996年，28岁的李红和丈夫在重庆
解放碑一带的繁华地段开了一家餐馆，
起名为“乡村鸡”，专营川菜。有传言称，
她曾化名到麦当劳门店打工“偷师”，随
即将门店菜单调整为西餐为主、川菜为
辅。但消费者似乎对“中西合璧”的菜品
并不买账，乡村鸡曾一度陷入停滞。

后来，李红做了一次复盘，“我们再
做炸鸡这些就没有优势，做得再好也好
不过洋快餐。”在这之后，她毅然砍掉洋
快餐部分，将心思彻底放回川菜，并坚定
了“好吃不贵”的路线，坚持在所有的门
店餐厅现炒现制，对为了方便而牺牲新
鲜度的传统快餐模式说“不”。

李红曾在采访中提到那一段辛苦岁
月：“那时，每研发出一种新菜品，都让员
工先尝，一周以后，公认好吃的就推广。
反之，要么改进，要么放弃。”这份执着和
信念也为乡村基带来了稳定的客流量。

转眼到了2006年，“乡村鸡”改名为
乡村基。4年后，乡村基已经开出了100
家门店，还敲响了纽交所IPO的钟锣。
据悉，上市之时，李红为乡村基的基层管
理者批了价值过亿的普通股期权。

回溯过往，乡村基已经走过25年岁
月，如今已掌舵乡村基和大米先生两大
自营品牌，坐拥1145家自营门店，开遍
了重庆、四川、上海、湖北、湖南等地区。

这并非易事。“餐饮是个很苦的行业，
这是我的亲身感受，你一天没有20个小
时以上待在餐厅就别干餐饮。做这行需
要巨大的信念和时间投入，当我发现这个
（规律）时就不觉得辛苦了。”李红曾在演
讲中如是说，“现在的概念太多，餐饮人需

要寻求内心的平静，安安静静做事。”

一年进账30亿，带领餐饮上市潮

2016年，乡村基私有化从纽交所退
市。此次又一次站在IPO的大门前，乡
村基凭什么？

首先，乡村基主营两大品牌——乡
村基和大米先生。其中，大米先生于
2011年推出，采用现炒现制的同时，引
入称菜（而非按项目收费）的模式，提供
湖南、江浙、广东等地区风味的小碗菜，
以满足不同食客的需求。招股书显示，
截至2021年9月30日，大米先生已开
出543家餐厅，增长率达到102.6%，在
华中地区中式快餐店品牌的第一提及品
牌中排名首位。另一边，乡村基同期也
运营着602家门店。

这组成了日益壮大的乡村基生态阵

营。一份报告显示，按2020年连锁餐厅
数量及所得收入计算，乡村基是中国最
大的直营中式快餐集团。这也为乡村基
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招股书显示，乡村基2019年、2020
年及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个月，
收入分别为人民币32.57亿元、31.61亿
元及人民币34.24亿元，其中大部分的
收入源于餐厅经营，包括餐厅业务和外
卖业务。

乡村基也将拉开2022年餐饮上市
潮的序幕。去年9月，中式连锁餐饮品
牌“老乡鸡”与券商签订上市辅导协议，
计划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去年10
月，发家于浙江的“老娘舅”在浙江证监
局披露辅导备案公示文件，也开始冲刺
A股IPO；还有曾经的网红中餐厅绿茶、
中国排名第一的粤式火锅连锁餐厅——
捞王等等也都在上市排队行列。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李雪婷

受疫情影响，美国爆发了近20年来最
大的“辞职潮”，“灵活用工”也彻底改变了
工作环境的概念。在中国市场，数字化的

“加速渗透”，与互联网行业的“减速趋稳”
也在同时发生，在颠覆与重构的职场环境
中，从企业雇主到微观群体都在变与不变
中重新寻找着平衡。对于中国职场人，特
别是拥有5年以上经验的成熟职场人来
说，职业发展路径中也面临着新的机会与
挑战，“非阶梯式”的职业路径也成为了许
多人的选择。职场没有神话，变化才是永
恒，拥有“变化性思维”也是职场人2022年
实现职业破局的关键。

在“被动”中关注职业机会，渴
望打破“人脉茧房”

领英2021年末进行的一项针对5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用户调研发现，有46%的
受访者是由于受到企业HR或猎头的主动
接触而获得工作机会，还有23%是靠熟人
朋友推荐，仅有20%依靠自己主动投递简
历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此外，在面对新机
会的态度方面，52%的人表示“有换工作计
划”，有45%的人表示“无换工作计划，但
有兴趣了解”。

在求职过程中，“职场人脉”的价值比
以往更加凸显。领英在2021年针对在校
生和职场新人的一项求职安全调研显示，
超6成受访者在读大三/研二时就有了建
立职场人脉的意识。而对于拥有5年以上
工作经验的成熟职场人来说，他们更希望
打破身边固有的人脉圈层去拓展人脉关
系，57%的受访者希望在行业内拓展人脉，
53%的人希望结识行业意见领袖，44%希
望与资深猎头建立联系，43%希望连接目
标雇主企业内的员工，36%的人想和校友
建立联系。

更灵活的市场环境，为“非阶梯
式”职业路径营造空间

疫情以来，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另一个
显著变化就是“灵活用工”趋势。翰德招聘
业务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宋倩认为：“主动拥
抱灵活用工，是今年就业市场的主要趋势
之一。一方面，企业希望有短期的、灵活的
人才部署方案来应对业务激增的情况；另
一方面，很多职场人经历了长时间的远程
办公，逐渐找到了与‘办公室8小时’迥然
不同的工作节奏——他们希望拥有更大的自由度。灵活用工不
仅为人才带来了自由度，也为他们提供了精准的令自己专业技
能价值最大化的机会。”

真格学院院长顾及指出：“我们合作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在
人才招聘时采取灵活政策，例如异地招聘，人才在入职时需要到
公司总部进行培训和一段时间的前期融合，之后就可以他们的
生活所在地进行远程办公和定期出差即可，这样企业就拥有了
更多人才的选择，更具平衡性的工作时间也能够吸引到很多中
高端的人才。”

与此同时，整体的市场环境也变得更加灵活，职场人在拥有
一定的职业积累后也面临着更多职业发展选择，“发展技能专
长”“转换行业赛道”“再进修”“创业”“自由职业”等，都成为个人
职业发展的选项。翰德招聘业务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宋倩认为，
市场在打破和重建中持续变化，有些职能已经无法直接从本
行业内获得，很多企业非常欢迎从其他行业转型的候选人。
因此对于人才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敏捷性和成长性思
维至关重要。除了专业上的保持学习、与时俱进外，对文化适
应度和组织敏感度的培养也很关键，适应不同的企业文化土
壤，才能扎根存活。中年危机的种种现象，大部分是受到职场
舒适圈及晋升瓶颈所影响的表现，但是否走出舒适圈实现突
破，也取决于个人的积累与追求。所以中年职场人们不需要
过多的焦虑，在长远的职业发展中，首先需要保持一个不断发
展和成长的心态。

仲望咨询CEO景红指出：“人们的职业生涯在不断在拉长，
而某个行业或企业的生命周期却在缩短，因此我们的职业路径
不再是一个始终向上的阶梯，而是一段一段的接力跑，这也需要
拥有‘重新归零’的心态。一个优秀的职场人能在某个行业做到
高端，一般自我要求都比较高，也一直不断学习突破，但哪怕是
那些百万年薪以上的高端人才也会面临行业变化、市场的起伏、
年龄的挑战，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资深职场人士愿意将过去
的成绩清零，重新出发，这些人对职业发展方向的态度往往引领
着他们职场发展的方向。”

对于想要转岗或转换行业赛道发展的职场人，真格学院院
长顾及建议：“首先要关注你想转的赛道或工作岗位需要哪些核
心技能，哪些是你自身可迁移的技能，然后有意识地发展这些可
迁移技能。在专注个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培养自己向其他
行业或岗位转换的可迁移能力。”

中国最大的直营中式快餐集团正式冲刺IPO，拉开2022餐饮上市潮的序幕。
卖快餐年入3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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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在
的
概
念
太
多
，

餐
饮
人
需
要
寻
求
内
心
的
平
静
，安
安

静
静
做
事
。﹄

刘书琴（中）为沈阳工学院师生做纸贴画讲座。

刘书琴作品《雪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