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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永亮纺织品有限公司段惠巾帼创新工作室：

汇聚巾帼之力汇聚巾帼之力 传承魅力非遗传承魅力非遗

曹锐曹锐：：““智守国门智守国门””的的““证研工匠证研工匠””

“唯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坚持信念，才能在章起章落、证来证往之间，潜心打磨出热爱的痕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王丹青

夜幕降临时，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曹锐有一
种很独特的“解压”方式——在文检设备下，观
看中国护照签证页。“每一页的图案都不一样，
各省份的美景尽收眼底，在不同的光源照射
下，更是美不胜收。”

曹锐，山东边检总站青岛机场边检站移民
管理警察，在过去的17年里，曹锐深耕专业证
件鉴别及研究，采集证件样本涉及40多个国
家1500余份，累计鉴别可疑证件800多本，识
别查获伪假证件100余本。因工作成绩突出，
她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1次，
今年，她获评山东省青岛市三八红旗手。

“证件研究是门‘静功夫’，讲究的是心要
静，手、眼也要静。”曹锐说，“唯有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坚持信念，才能在章起章
落、证来证往之间，潜心打磨出热爱的痕迹。”

信念：重复千百次的触摸

“最初从事证研工作的契机，是我作为检
查员通过触摸发现异常后，第一次查获了一本
伪假签证……”曹锐回忆说，刚接触前台查验
工作时，网络尚不发达，学习渠道十分有限，除
了依靠师父在执勤现场实际培训，将部分国家
证件伪假点和前台查验的方式手把手教给她
之外，曹锐还通过与工作在各口岸的战友相互
交流，以了解各国的防伪技术和证件可能出现
的伪假点，并在前台查验中着重对学习掌握的
内容进行实物上的分析判断。

“虽然这些年来，文检设备在不断更新，但
证件研究工作是不能完全依赖机器的。”曹锐
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这是因为，机器
鉴定模式固定，面对各国不断完善的证件防伪
特点，部分与机器样本库不符的证件，以及签
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错，个人保存、使用不
当造成的证件磨损甚至损毁等各种情况，机器
是无法完成检测的，必须人工检测。

在青岛，由机场边检站民警提交的需要检
验的各类出入境证件，一年就有500余本，每

一本都需要曹锐这样的“证研工匠”反复触摸、
查看。曹锐查到的第一份涉嫌伪造的护照，就
是“摸”出来的。

“那本护照替换过照片的资料页，因塑封
膜被拆封过，触感上存在着非常细微的差别。”
日积月累的经验，让曹锐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
异常，最终查获了这本伪假证件，荣立嘉奖。

2009年，曹锐成为山东省首批获得山东

省公安厅认证的具有证件鉴证资格的人员。

成长：点滴积累练就火眼金睛

“现场一天的证件鉴别需求量比较大，既
有执勤队送来的，也有民警在高峰期去抽查
的，还有一些外单位送来的，同一时间有好几
本证件待认定是经常的。”曹锐说，边检机关证
件鉴别对规范性、科学性、准确性有着极高的
要求，尤其是遇到一些冷僻的证件时，仅仅是
找到匹配的证件样本这第一步就很难。

那是2011年，曹锐和所在执勤队战友查
获了一起“十人持用整版伪造东亚某国签证非
法出境案”。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样本库
资料不全，曹锐和其他证研方面的同事负责搜
集E7-1签证种类相关信息。为了完善佐证
内容，曹锐在执勤现场蹲守了3天，终于采集
到了相关种类签证样本资料。

这次经历让曹锐意识到，要想做好证研工

作，除了要有一双火眼金睛之外，还要有一座
充实的“资料库”。

为此，她每个月平均需要翻阅100余篇业
务文件及相关资料，“我还经常阅读一些各国
旅游须知和国外风土人情介绍的推文，可以帮
助我了解相关国家风俗习惯和代表性建筑。”
除此之外，曹锐还有一个秘诀——收集外国纸
币，她说：“证研工作需要了解的信息不仅是证
件本身，部分国家证件上印刷的代表性图案在
纸币上也有体现，纸币上新的防伪技术有时也
会用到证件上。”据统计，自“曹锐证研室”成立
以来，她与同事们在前期建立的样本库基础
上，又完善了涉及十多个国家50余份图样的
证件资料。

传承：“我们的任务，就是坚守国门”

今年以来（截至7月31日），青岛机场口岸
共有出入境人员163万余人次，数量较去年同
期增长156.5%。口岸人员流动大，便意味着
移民管理警察前台鉴别可疑证件的证研压力
也日益繁重。

“发挥好传、帮、带作用，将自己积累的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战友、同事，对我来说是
更为重要的事情。”曹锐说。

近年来，曹锐总结制作了《护照、证件防伪
措施》《青岛口岸常见证件防伪措施》等实用课

件，参与编纂《边防检查实用手册》等教材；她
带领的证研团队创办的《证件研究》季刊至今
已出版43期，成为引导山东省边检站证件研
究方向的标志性刊物；她还结合自身从事证研
工作多年所形成的知识体系，针对样本采集实
操、证件鉴别流程、口岸偷渡动态等课题，分门
别类制作多媒体课件50余个，累计为系统内
外人员授课500余次。

2024年年初，以曹锐的名字命名的证件
研究室在青岛机场边检站组建起来了。这个
证研室抽调全站证研精锐骨干，旨在全国证研
领域打造韩日美和海港方向“资料最全面、鉴
别最权威、反应最迅速”的山东边检“金字招
牌”。

“我和证研室其他成员看到塑料瓶、玻璃
瓶、通行证、宣传册等用品上的包装，就会一起
讨论上面的信息是通过什么方式印刷上去
的。”曹锐笑着说，“这些在外人看来会觉得奇
怪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进一步对
证件进行细致研究。”

在曹锐看来，每一次查验证件，每一次的
手起章落，都“重如千钧”，“我们的工作，是证
件研究，但我们的任务，是坚守国门。”曹锐以
严谨的工作作风、务实的工作态度、优异的工
作成绩，诠释着岛城空港国门巾帼的初心和使
命，展现着新时代移民管理女警的飒爽英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韩嫣然

“我的工牌是22号，今年是我进
入怡亚通的第二十四年。”李倩仪是深
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副总裁兼跨境及物流总裁，从事供应
链行业20余年，她经历了怡亚通从深
圳宝安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过程，也
见证了我国供应链产业的发展。作为
怡亚通集团的核心骨干，李倩仪将改
革与创新思维充分融入集团日常管理
工作中，为供应链行业发展贡献巾帼
力量。她先后荣获“广东省三八红旗
手”“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物流行业
杰出贡献人物”等称号。

与供应链行业结缘

2000年，大学毕业后的李倩仪进
入了外贸相关的国企工作，但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程加快、程度加深，外贸行
业的调整让原本工作平稳的李倩仪心
中悄然触起一丝涟漪，她开始重新审
视自己的职业道路与未来方向。

命运中总是充满巧合，正当李倩
仪陷入迷茫之时，另一份机遇悄然降
临。机缘巧合下，李倩仪遇到了自己
之前的校友——怡亚通公司董事长周
国辉，她对周国辉关于供应链的商业
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其被动接
受变化，不如主动迎接挑战。犹豫思
考过后，李倩仪决定从国企辞职，来到
深圳宝安，趁着年轻放手一搏。

在辞去国企工作之前，李倩仪把
董明珠的自传《棋行天下》仔细读了个
遍。在这本书中，董明珠详细讲述了
自己如何克服困难，从初涉商海到带
领格力攻下市场，成为行业黑马的艰
辛历程。正式入职怡亚通后，李倩仪
也像偶像一样从基层员工做起。“我最
开始的岗位是运营，后来做过关务、商
务物流等工作，公司成立运营中心后
我被任命为负责人，还负责过人力资
源、IT统管事务，到现在成为跨境及
物流总裁。”李倩仪回忆道。

紧跟领导步伐，做好“绿叶”是李
倩仪对自己的工作要求。“领导决策在
于其宏观视野，即便偶有微瑕，我们在
执行中也可以优化完善。”秉持这一理
念，她希望在思维上与领导保持同频共振，“唯有战
略上的统一，方能实现战术上的精准匹配，推动团队
稳健前行。”就这样，李倩仪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
成长为企业的核心管理者。

拥抱变化 积极应对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是内生于我国统筹
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战略，供应链犹如一个人的血管，
供应链不通顺，所有上下游的产业发展都会受阻。”
李倩仪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举例。从事企业管
理及运营工作二十余年，历经怡亚通从服务模式到
平台模式再到生态全发展，李倩仪早已对集团战略、
组织运营等方面储备了丰富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
验。

在战略管理方面，李倩仪紧跟行业发展动态趋
势方向，以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思路创造了竞争优势；
业务运营管理方面，在李倩仪的带领下，分管平台经
营能力不断提高，成为公司运营的坚实大后方，既为
业务保驾护航，又能创造价值，开拓行业发展的可能
性。此外，她不断创新跨境及物流业务模式，如跨境
班列服务、数字货运、全网一盘货等，取得效益突破
式发展，为集团多元化战略发展和千亿业务目标的
实现奠定了基础。

面对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深刻变化，李倩仪有着
清醒的认识。疫情和国际制裁凸显了供应链的重要
性，也暴露了我国供应链体系的短板。因此，她呼吁
国内供应链企业不仅要加强本土服务能力，更要积
极谋求出海，建立全球供应链系统。“供应链水平的
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
力、协同能力和服务支撑能力，我们国家不仅要产品
出海，供应链也要积极出海，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
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面对新变化，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只要我们
团队有信念、肯坚持，相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
克服。”李倩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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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梦迪

河北永亮纺织品有限公司女工人数占比
近70%，她们活跃在产品研发、管理、技术、生
产等各个岗位。为了让这些优秀的巾帼人才
实现更好的发展，2012年，在设计总监段惠的
带领下，公司成立了段惠巾帼创新工作室，工
作室现有10人，均为女职工，专门负责技术研
发和创新工作。

十多年来，她们坚持原创设计。每年，工
作室要完成春夏、秋冬两季近200款新品的设
计、打样、确版，有了这股拼搏进取的“她力
量”，公司产品拿下了多个奖项、专利，先后获
得河北省第六届旅游商品大赛铜奖、河北省旅
游商品博览会最佳旅游参展奖、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
项。2023年，河北永亮纺织品有限公司段惠
巾帼创新工作室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研汉麻织锦 复原《乾隆御题棉花图》

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是著名的纺织之乡，
纺织业始于明末，兴于晚清，盛于民国初期，
400多年传承不衰。段惠对于纺织、印染文化
的热衷来源于家族的传承。从其曾祖父赴法
勤工俭学学习现代工业纺织技术，到段惠一代
将河北永亮纺织品有限公司做大做强，背后是
4代纺织人的工艺和坚守。

2011年，为了传承和发扬省级非遗高阳
民间染织技艺，永亮公司决定研发汉麻织锦，

以填补北方汉麻织锦的空白。在河北省保定
市直隶总督署侧院中，16幅玻璃墙罩着的石
刻版《乾隆御题棉花图》对外展出，段惠和团队
成员成了这里的常客。

将石刻版的粗线稿转化成精致的丝织锦
画，这个过程并不简单。段惠带着团队去拜访
中国各地纺织非遗的传承人，学习交流经验，
从构思设计到意匠制作前前后后用了两年多
时间，试了近百种纱线，绘制了几百个文稿，终
于研发成功，首批复原了记录冀中人民从植
棉、纺纱到织布全过程的《乾隆御题棉花图》。

《乾隆御题棉花图》汉麻织锦全长9.96米，
每平方厘米有上万个交织点，展现了中国博大
精深的纺织文化，该作品在各种非遗展、旅游
商品展上大放异彩，2014年获河北省第七届
旅游大赛金奖，被保定市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永
久收藏。

促文化融合 打造非遗项目跨界合作

作为全国最大的毛巾生产地，高阳毛巾被
工信部确定为重点培育家纺区域品牌，全县目
前拥有纺织企业42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
116家。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创新，设计出大
众喜爱的独特产品？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段惠
巾帼创新工作室已成为永亮公司的技术核心，
团队打造了“我家的毛巾会唱曲儿”“莲池十二
景”等文创产品，将戏曲文化、历史文化与纺织

技艺完美结合。
仔细端详会“唱”昆曲的毛巾，柔软抗菌的

长绒棉纱和精美的戏曲人物刺绣是其独特之
处，包装和水洗标上印制的二维码才是“灵魂”
所在。

“清晨洗漱前随手一扫，手机里就会播放
昆曲经典演出片段，让优美的唱腔开启一天好
心情。”段惠亲自参与设计创作这款非遗联名
文创礼品毛巾，她希望带给消费者和戏曲爱好
者不一样的品质生活体验。

为何产生了这样的创意？段惠向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介绍，高阳县是昆曲北方流派
的发祥地，也是历史悠久的纺织之乡，在产业
数字化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两种文化有机
融合，成就了两项非遗传承的跨界合作。

创作过程中，企业积极吸纳北方昆曲剧院
的意见建议，首批选取昆曲代表剧目《牡丹亭》
《续琵琶》《长生殿》《红楼梦》《李清照》5部作品
中经典人物形象，以数字化刺绣工艺在毛巾上
精美呈现，并特别设计出传统唱片形式、时尚
透明外盒两种包装供消费者选择。

设非遗课堂 传承草木染技艺

步入高阳县棉花图纺织博物馆，夹杂着艾
草、丁香、薄荷等气味的植物清香扑鼻而来，沁
人心脾，这源于馆内的草木染艺术区。“这里陈
列的上百种植物染材都来自我们的草木染文
化园。这些染材本身就是药材，比如板蓝根可
以清热解毒，艾草可以祛湿散寒、止血消炎，有

些花果的根茎叶，甚至果壳、果皮都可用来染
色。”段惠介绍。

除了经营河北永亮纺织品有限公司，段
惠还是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阳土布草木
染技艺、提花布织造工艺传承人。去年夏天，
她创办的棉花图纺织博物馆终于落成。博物
馆总面积1万余平方米，以河北省级非遗高
阳民间染织技艺为核心，通过陈列传统的纺
织器械、书籍和作品等，展示悠久的高阳纺织
历史。馆内设有专门的体验区，可以亲手体
验传统纺线、织布及草木染色、印花绣花的全
过程。

在这座集收藏、传习、研学、展示功能于一
体的乡村博物馆中，工作室成员承担起了宣传
北方纺织文化、活化非遗纺织技艺的重任。

“高阳草木染形成了一整套的操作技艺和
使用方法。最富代表性的操作技艺之一便是扎
染，通过用线、绳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缝、缚、
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进行染色，打绞成结部
分不上色的，染好线拆除得到的好看图案……”
段惠巾帼创新工作室职工、高阳县棉花图纺织
博物馆负责人段淑莉向前来研学的同学介绍。

据了解，今年暑期，高阳县棉花图纺织博
物馆接待研学大中小学生共计20多批，人数
最多的一次性接待400多人。段惠巾帼创新
工作室还与中小学校合作，走进校园开设草木
染非遗课堂，向同学们演示草木染及扎染技
艺。

今年夏天，高阳非遗草木染还亮相
“2024·中国纺织非遗创新展”和“2024驻华使
者河北行非遗展演”，更多人通过段惠巾帼创
新工作室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魅力。“中国
染织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不断创新，更好地
传承下去。”段惠说。

▲▲

曹锐曹锐（（左二左二））对对
证研室骨干民警成员进证研室骨干民警成员进
行证件防伪鉴别集中培行证件防伪鉴别集中培
训训。。

▲▲ 曹锐通过专业曹锐通过专业
文检仪器观察证件防伪文检仪器观察证件防伪
标记标记。。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供应链犹如一个人的血管，

供应链不通顺，所有上下游的产业

发展都会受阻。”

▲“我家的毛巾会唱曲儿”系列文
创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 段惠（左一）带领小学生体验草
木染及扎染技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