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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丝线，绣出大千世界

青春“志愿红”
闪耀无锡
暖心服务绘就
文明风景线

本报讯“阿姨，您拍照的时候
别离栏杆太近，可能会有危险！”“叔
叔，是不是想找最近的厕所，我领您
去！”……“五一”假期，各大景区游
人如织，志愿者们穿梭其中，为旅客
们提供问询、导览等服务。记者从
无锡市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截至
目前，全市志愿者人数为199.9万余
人，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加入
这个爱心团体，为无锡的“志愿红”
增添一抹青春的色彩。

假期里，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
热闹非凡。来自无锡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的志愿者刘梓洋早上9点多就
来到了这里，穿上志愿者服开始了
服务。20岁的他已经有了近两年的
志愿者服务经验。景区循环播放着
总台春晚无锡分会场的片段，时不
时会有游客向他问询，“小伙子，春
晚无锡分会场的取景点怎么走？”他
总是耐心引导，还和伙伴们一起及
时拾起地上的纸巾、烧烤签等垃圾，
维护着景区的秩序。

和他一起搭档的志愿者杨宇轩
25岁，更具志愿者经验的他在服务
中化身为“安全观察员”。看着在桥
上拍照打卡的游客，他会细心地将
护栏摆放整齐，并提醒坐在桥栏杆
上拍照的游客小心危险，保持安全
距离。带队的徐骏亮也是位“90后”
志愿者，他所带领的启明星青年服
务社中70%的志愿者都是青年。

青年志愿者的奉献不只假期，
更在平时。在无锡的各个社区，有
一批学生志愿者利用自己的专业所
长，为居民们提供着多样化的服
务。来自无锡太湖学院护理学专业
的曹淑瑶为了解更多人的健康需
求，主动联系了滨湖区蠡园街道湖
滨苑社区，加入了爱护服务社，成为
一名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志愿者。

“孩子，我膝盖老是疼怎么办？”
一次志愿服务过程中，一位老奶奶
用方言向曹淑瑶寻求帮助，不懂方
言的她一头雾水，但还是保持微笑，
温声细语地让老奶奶先别着急。在
其他志愿者的帮助下，曹淑瑶了解
了老人的真实需求，请了社区内的
专业推拿师帮助她进行科学系统的
治疗。后续不仅帮助老人逐步摆脱
了膝盖疼痛的困扰，还恢复了散步、
上下楼梯等日常活动。

采访中，曹淑瑶向记者介绍了
她的“志愿服务搭子”沈星言。在一
次社区的防诈骗宣讲活动时，沈星
言本来按照课件讲解着网络刷单、
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诈骗案例，却
发现活动现场来了很多老年人，他
们大多对智能手机的操作不熟悉，
难以理解网络诈骗的原理与过程。
看着老人们一脸茫然的样子，沈星
言立即切换“银发讲解模式”，找来
一些简单易懂的漫画和短视频，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进行讲
述，让老人们更有代入感。（毛岑岑）

在无锡国家高新区，一座座智
能制造车间正日夜运转。而在其
中一间实验室里，张锐正俯身调试
一台新一代灵巧机器人系统，屏幕
前的代码随着操作快速跳动。

“它不仅能抓取，还能判断。
更像一只‘有意识’的机械手。”张
锐介绍道。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电
力系统自动化博士，现任锡港沪机
器人灵巧智能研究院副院长。从
科研到产业，他深耕智能制造领域
十余年，始终以一名技术人最朴素
的方式，推动着技术向产业落地。

做科研不能急。张锐最常说
的一句话是：“不怕失败，就怕浮
躁。”有一次，为了测试一款柔性夹
爪的力控算法，团队在实验室连续
奋战数十天，模型调试一次次被推
翻又重构，直到半夜才找到最优
解。

近年来，他主持横向项目 7
项，发表论文10余篇，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2项，荣获中国商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一等奖、全国机械工业设
计创新大赛银奖。他还主编出版
了《智能机器人导论》教材，致力于

把一线成果转化为培养青年工程
师的“第一课”。

在张锐看来，智能制造早已不
只是机器替代人的体力，而是在替
代中延伸人类的思考力。“机器人
会思考、能适应、可协作，那才是真
正的‘智造’。”他说。如今，他正带
领团队攻关下一代灵巧操作平台，
服务于新能源、半导体等高端装备
领域，目标是打造更高效、更柔性
的“未来工厂”。

（晚报记者 陈怡迪/文 受访
者供图）

热爱为引，跨界而行：

在无锡，青年以多元身份奔赴热爱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是一座城市最蓬勃的力量。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被单一身份所

定义，而是在热爱驱动下，跨界探索，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无锡全年新引进高层次人才1.1万人、大学生10.2万人，连续六年获评

“中国最佳引才城市”，连续两年跻身“最具95后人才吸引力城市十强”。在这座与青年“双向奔赴”的城
市里，一批来自不同行业的青年，正用他们的方式把奋斗写进日常，把热爱绣进现实。

阳光透过绣房的窗户洒进来，
照在孙裕玲的指尖。她低头凝神，
一根细如发丝的丝线在她掌间翻
转穿梭，落针如画，勾勒出花鸟虫
鱼的灵动神态。她沉静专注地坐
着，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连眼睛
都不舍得多眨一下。

28岁的孙裕玲，是“无锡精微
绣”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她原本学
的是航空乘务，没想到一次偶然的
接触，让她把兴趣变成了职业，从
此一头扎进了针线世界。她常常
和社团成员一起缝制衣裙。

2015年，孙裕玲正式拜入市
级非遗传承人鲍文姬门下，走上了
系统学习精微绣之路。这门技艺
要求极高，针脚比头发还细，一幅
作品动辄成千上万针，考验的是心
性与耐力。她常说：“绣精微绣，先
得沉得住气。”

但孙裕玲不满足于做“博物
馆里的守门人”。她开始大胆创
新，将油画的浓烈、漫画的活泼融
入绣作，尝试透视技法、改良装裱
工艺，设计出一系列兼具艺术性
与实用性的绣品：有小巧别致的

熊猫车挂，也有能摆进年轻人书
桌的插画绣框，还有可穿戴的潮
流抱枕和徽章。她说：“精微绣也
可以很潮。”

她的创新不仅收获了年轻消
费者的喜爱，也赢得了同行和社会
的认可。凭借在题材、表达和传播
上的不断突破，孙裕玲被评为江苏
省乡土人才“三带”新秀。

“精微绣讲究的是‘微中见
大’，其实跟青年成长很像，保持热
爱，一针一线地坚持，才能绣出属
于自己的大世界。”孙裕玲说。

茶香里，走出一条乡村振兴路

清晨五点，薄雾尚未散去，宜
兴太华镇的茶山间已是一片忙
碌。90后姑娘李镒嘉，背着直播设
备，踩着露水，穿梭在翠绿的茶垄
之间。手机镜头里，她一边俯身采
摘嫩芽，一边向屏幕另一端的观众
介绍着家乡的新茶故事。

作为江苏乾元茶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宜兴乾红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镒嘉从小在茶园长
大。2016年，她从中国农业大学
毕业后，放弃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
会，选择回到家乡，投身茶产业振
兴。“农业是一个可以做百年的事
业，越做越有成就感。”母亲的一句

话，让她坚定了扎根乡土的决心。
她深知，“茶二代”更要学会讲

好一片叶子的故事。面对传统茶产
业市场单一、渠道受限的现状，她率
先推动企业三产融合发展，细分出
乾红早春茶、黑色食品等四大板块，
打造乾红文旅和乾红电商新布局。

2021年起，李镒嘉亲自上阵
直播带货。面对最初直播间寥寥
无几的观众，她不气馁，每天调整
脚本、优化镜头画面、反复打磨话
术，常常熬到凌晨两三点。凭借对
家乡的了解和对青年消费群体的
敏锐把握，她迅速积累了10万粉
丝，带动农特产品销售超50万元，

并点对点帮扶89位妇女就业，举
办电商培训200余人次，成为公益
助农的生力军。

除了电商破圈，她还将茶园打
造成新型文旅体验地，推出采茶制
茶、亲子挖笋、茶旅旅拍等丰富活
动。茶园成了打卡胜地，李镒嘉领
导的创意团队也连续在省赛、市赛
中斩获创业创新大奖，辐射带动
16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李镒嘉
先后获得“江苏好青年”“江苏省乡
村振兴青年先锋”“无锡市最美新
型青年农民”等荣誉称号。李镒嘉
说，“我们这一代，要让乡村重新生
机盎然。”

智造先锋，用创新点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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