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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璎珞） 昨天
上午，在锡山区新光路路边，两位市
民正站在“新光路”的路牌前仔细观
摩，“我听邻居说，这几天周边道路路
牌都换了，散步上班再也不会找不着
北了。”记者从锡山区城管局获悉，为
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在标识标志
专项整治行动中，率先完成了58条道
路共270块路名牌以及590余块标识
标牌的更换工作，有效提升了整条道
路“颜值”。

近年来，时有市民通过相关渠道
反映，无锡的路名牌方位指示不明确
或是有错误，有的标识标牌指向不清
晰、破损严重。此次更换下的路名牌
多数样式不统一，有竖排的有横挂
的；也有识别度不高或有很多使用年

限长、老旧破损的路名牌；有的则因
为承载信息多，对原有严重影响道路
容貌的箱式路名牌予以拆除。“比如
前段时间很流行的‘我在无锡等你’
此类的路名牌，或者有的路名牌上有
商户、广告字样，很容易与真的路名
牌混淆。”锡山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说。此次新设的路名牌牌面表达规
范，汉字路名、汉字方向指示、英文缩
写和汉语拼音等均采用国家通用标
准，并且进一步规范了路名牌的颜色

设置，绿色代表南北走向，蓝色代表
东西走向。记者获悉，目前已更换标
识标牌590余块。

无锡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整治内容除了完善和规范路名
牌、更换各类标识标牌，还有漆刷出
新沿线杆件、规范道路分隔设施和出
新交通标志标线。

目前，东亭主城区24条道路的
中央分隔护栏进行了更新，在二泉
路、友谊路、锡虞路等交通隐患路口

及7个文明典范城市示范路口，增加
了机非隔离设施，在学前东路、丹山
路、鑫安路新增了花箱隔离护栏，全
区共更换玉飞凤新型护栏 4 万余
米。此外，锡山区对主次干道沿线各
类杆件进行了漆刷出新，截至目前，
已漆刷出新杆件3.6万余件，整改停
车场各类标牌87处。交通标志标线
进行了全面出新，行动以来，已完成
18条道路、54个主要道口交通标线
的漆刷工作。

无锡精微绣：
方寸间尽显江南温柔

锦上添花说的便是刺绣，装点
万物，美在生活中，是其历经2000
多年仍表现出极强生命力的秘诀。
自清代起，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苏绣中的无
锡精微绣更以卷幅微小、构思巧妙、
绣技精湛被誉为我国刺绣艺苑的

“奇”技。
1978年，15岁的赵红育因机

缘来到了中华绣品厂，也是在这里
她遇到了影响她一生的老师——
锡绣大师华慧贞。青春懵懂的赵
红育，对于这门手艺并没有过多的
热爱，只是觉得新鲜。一次偶然的

选择，谁也没想到这一绣竟是数十
载。纵使是现在问及当时的选择，
赵红育也只是坦言：“那时的人没
有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多，我们只是
干一行爱一行。”

“一根丝线分到七十分之一，
甚至于百分之一，一根针缩到十分
之一，在黄豆大小的人脸上描绘出
人物的表情和神态，呈现出丝理色
彩的变化。”在前人的经验和技法
的基础上，赵红育首创了双面精微
绣，让绣品正反两面都呈现出精致
华丽的立体图案，这一全新的尝试
震惊了业界。《丝绸之路》等作品在

国内外屡获大奖，被多个艺术馆、
博物馆收藏。当人们看到《丝绸之
路》这幅作品时，惊叹溢于言表，二
十一峰骆驼、四匹马、五头毛驴错
落有致，二十四个人物形态各异行
走在沙漠之上，千年前中国古丝绸
之路的繁荣景象跃然眼前。

“不浓不淡，恰到好处，不动声色间，一展江南温柔。”这句话，是无
锡精微绣最真实的写照。刺绣是一门对抗时间的精美艺术，不管外
界的纷纷扰扰，绣娘们始终埋头苦干，专注于手上的针线与丝理间的
千万种变化。要想做好这门精细入微的艺术，绣娘们的内心必须是
安静的，无锡精微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赵红育也是如此，
坚持不懈、精益求精，让她在这座刺绣的高峰上看见了绝美的风景。

商业经济的冲击、日新月异的
产品，刺绣行业迎来了巨大的生存
考验。在最艰难的那几年，赵红育
几经抉择，最终还是选择坚守。同
时，她也明白无锡精微绣要想能够
长久地走下去，必须要用传承和创
新两条腿走路。

刺绣一行，本身就需要长年累
月的积累，要想崭露头角，努力和
天赋缺一不可。对于年轻人而言，
机会、行业选择空间都很多，很少
人能够沉下心来。在赵红育的工
作室成立之后，她培养了几位绣
娘，但她也感慨，师傅领进门，修行
靠个人。不同的绣娘对同一件作
品的表达也并不相同，每一个色彩

的渐变、形的塑造，想要表达的意
境，都是绣娘一针一线勾勒出来
的，全凭自身的领悟。绣娘们能否
从“手熟”到“心熟”，还要依靠艺术
积累和感悟，艺术观和世界观决定
了她们最终能到达的高度。

从传统的装饰画、摆件，到如
今的文创产品，赵红育在传统文化
的创新上也有自己的心得。一件
精美的精微绣作品，少不了数月甚
至数年的时间投入，自然而然它的
价格也会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更为实用、接地气的文创产品，往
往能吸引更多人为这门艺术驻足，
将刺绣融入围巾、背包、香囊等生
活用品的创意，取得了不错的成

效。
非遗进校园、非遗传承基地、

非遗展演等多元的表现形式，让刺
绣有了更多的机会展现其美，也让
其有了传播、传承非遗文化的新路
径。初坐清晨时，抬头已入暮，从
一针一线的刺绣芳华，到一丝一缕
的文化传承，赵红育迎来了非遗新
篇章。

（殷婉婷）

1职工因工负伤或者患职
业病进行治疗如何就医？

答：工伤职工因工负伤或者
患职业病进行治疗，按规定可以
享受工伤医疗待遇，但应当前往
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
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
的医疗机构急救，待伤情稳定后
应转入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服
务机构进行治疗。

2.市区哪些医疗机构为工
伤协议医疗机构？

答：市区二级以上（含二级）
基本医疗保险协议医疗机构为
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

3.工伤职工的医疗待遇是
怎样规定的？

答：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
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
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
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住院治疗工伤期间享受每
人每天 30 元的伙食补助费；经
本市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出
具证明，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
意，工伤人员到统筹地区以外就
医的食宿费标准按核定的天数
在200元以内凭据结算；交通费
按普通公共交通工具费用标准
报销。

工伤职工到签订服务协议
的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
用，符合规定的，从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

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
的疾病，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

有颜值又实用！

5858条路条路270270块路名牌块路名牌
“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