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许多男人心中， 从小就有
一个军旅梦， 也是他们作为平凡
人的英雄梦。 29年党龄， 13年军
旅生涯 ， 21年公交驾龄 ， 这是
404路驾驶员刘连捷最引以为傲
的 “光环”。

用最朴实的语言， 诠释最贴
心的服务。 404路公交车从来广
营西桥东至东直门枢纽站， 由于
途径道路不是正南正北的走向，
他在乘客提问时， 摸索出了一套
清晰的 “指路法”。 “您坐地铁
的话， 下了车往回走。” “您换
乘去往郊区的线路， 下了车往回
走过马路。” 这是刘连捷每天行
驶到三元桥站的时候必说的话。
久而久之， 乘客便觉得这个指路
方式是他的专属特色。

记得刚开始驾驶404路公交

车时，刘连捷车上总有乘客问路，
但他发现每次指完路后， 乘客都
会在车下再问一句：“师傅， 下车
往哪儿走？ ”“我们这条线路上，大
多数路都是斜的， 东南西北可难
区分了。 ”刘连捷发现这就是乘客
难找到路的原因之一。 多年军旅
生涯中收获的责任感， 一直指引
着他要用多种方式守护百姓的平
安。于是，他便改变了以前的指路
方式， 为乘客指出最明确的 “方
向”，也将“东南西北”改成“往前
走”“别过马路”“沿着旁边的那个
便道往前走”，这样的方式，也被
同车队的驾驶员们一直借鉴着。

对于404路公交车来说 ， 最
具挑战的季节就是雨季。 望京的
部分路段低洼， 遇暴雨经常出现
积水情况。 “望京路段有积水，

注意安全。” 刘连捷听到同事们
说又有地段积水了， 立马开着私
家车与同事赶到积水的地方 。
“老徐， 这水有多深？” 刘连捷将
私家车停到积水的边缘处， 看着

窗外瓢泼的大雨。
“瞅着得有30多厘米？” 和

刘连捷一同来测水深的还有同车
队的徐荣军。

“你在车上看着后面有没有

公交车， 我下去试试。” “小心
点儿。” 徐荣军还未说完， 刘连
捷挽起裤腿， 拿着雨伞下了车，
他把雨伞当做拐杖试探着水的深
度慢慢往前走， 发现水最深的地
方已经到了小腿处 ， 反复测试
后， 刘连捷确定最深积水处约
40厘 米 左 右 。 “老徐 ， 拦着点
儿途经的车辆， 特别是私家车，
别往前开了。” 刘连捷说， 回到
车上后， 他向车队领导报告了此
事， 并留在积水现场随时观察情
况。

大雨中 ， 浑身湿透的刘连
捷， 望着缓缓绕行的一辆辆公交
车、 私家车，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 身为一名公交人， 守护乘
客安全出行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更是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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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大龄
学生、 蒙古族刺绣非遗第六代传
承人、 被评为 “北京巧娘” 的吴
晓英近日接连收到喜讯： 在2021
“北京礼物” 旅游商品及文创产
品大赛中获得 “TOP100总榜单
奖”； 所带团队被评为2021年北
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优秀创业团
队； 获得入驻北京高校大学生创
业园 （理工园） 的资格……吴晓
英喜极而泣， 外人很难想象， 这
位年过五旬且身有残疾的女性是
如何取得今天这些成绩的。

身残志坚
传承蒙绣技艺开始创业
54岁的吴晓英幼时不幸患上

小儿麻痹导致双腿残疾， 身残志
坚的她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从9岁开始跟随母亲、 姑姑、 姨
妈等长辈学习传统蒙古族手工刺
绣技艺。 在身为蒙古族传统刺绣
非遗传承人的母亲阿拉塔琪琪格
的精心教导下， 她学会制作蒙古
族传统服饰———巴特尔马甲、 蒙
古族头饰、 蒙古族齐肩长褂等民
族服饰， 成为这门技艺的第六代
传承人。

1993年， 吴晓英来到北京平
谷打拼 ， 卖过大桃 、 推销过药
品， 还干过照相制版师、 企业内
刊主编等工作。 2008年下岗后 ，
面对85岁高龄的婆婆、 残疾的丈
夫和14岁的女儿， 不服输的她选
择自主创业， 创建了北京盈盛悅
刺绣部 ， 产品包括苏绣旗袍绣
花、 蜀绣挂画、 京绣首饰盒、 手
工刺绣香包等类型。

拿着仅有的 2800元启动资
金 ， 吴晓英顶着冬日的凛冽寒
风， 拖着残疾的双腿在外奔波，
费尽周折才拿到进出口贸易公司
发来的第一批订单， 顾不上庆祝
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制作。 屋里凉
飕飕的， 冻得双腿钻心疼痛， 为
了尽快完成这来之不易的订单，
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刺绣， 根本没
有时间休养。

经过35天夜以继日的努力，
吴晓英终于高质量完成了绣制作
品， 得到国外客户的认可。 捧着
靠刺绣技艺赚到的第一笔薪水，

她的泪水奔涌而出， 一种从未有
过的欣慰和成就感包围了她 ，
“虽然双腿残疾， 但我还有一双
健康勤劳的双手， 完全可以实现
自己的梦想。” 吴晓英说。

为了更好地和国外客户交
流， 吴晓英学习上网了解行情、
写博客、 用商务通和客户交谈 ，
并自学了英语和日语， 还学会使
用QQ和微信。 2010年5月， 她带
着 《红楼群芳》 《巨龙腾飞》 等
绣品受邀参加上海世博会北京周
的宣传展览。 看着老外们惊讶的
表情， 听着他们 “OK” 的赞扬，
她自豪地挺起胸膛， 创业的信心
更足了。

扶残助残
积极参与多项公益事业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正当

吴晓英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她
的丈夫患上肺肿瘤， 高额的医疗
费几乎倾尽家中所有。 为了凑足
手术费， 她一横心卖掉一半原材
料， 凑足医药费让丈夫完成了手
术。 在她最困难的时刻， 北京市
多家爱心团体伸出援手， 不仅送
来关心慰问 ， 鼓励夫妻俩要坚
强， 而且给予实质性帮助。 2010

年12月， 市妇联帮助她的刺绣部
申请了30万元市级重点项目资
金， 平谷区残联为她申请了1万
元残疾人自主创业资金， 刺绣部
得以在原址上改扩建； 2011年 ，
她被评为 “北京市残疾人自强模
范”。 雪中送炭的情谊如阳光般
温暖了这个坎坷的家庭， 笼罩在
吴家上空的阴霾逐渐散去。

得到各方关怀的吴晓英懂得
感恩 ， 总想力所能及地回报社
会。 2013年， 她在满洲里、 绥芬
河建起两个边贸网点， 承接绣花
旗袍项目。 2016年， 她帮助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残疾人张利
娜成立残疾人互助协会， 教她们
旗袍盘扣、 中国结等工艺品制作
技术。

十多年来， 吴晓英开办针对
残疾人的免费技术培训班累计培
训6682人次， 既增加了残疾人的
经济收入， 又激发了他们创业就
业的热情。 和吴晓英一起从事刺
绣的姐妹们最多时有102人， 其
中残疾人40名。 同时， 她参与了
汶川、 玉树灾区捐款， 贫困母亲
救助， “7·21” 捐款等活动， 还
与内蒙古、 北京平谷的两个家庭
结成爱心对子， 贡献微薄之力。

“我是一名有着10年党龄的党员，
为公益事业做贡献是我的责任和
义务。” 吴晓英说。

勇战病魔
勇敢面对命运的恶浪
命运似乎非常喜欢捉弄这位

吃苦耐劳的女性 。 2015年1月 ，
一纸癌症的诊断书犹如晴天霹雳
般击中吴晓英， 她整个人的思维
陷入空白。 接下来的几个月， 她
穿梭在各大医院之间问诊， 治疗
间隙还要处理订单。 当时， 她的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 只要我活
着， 就要保证工友们有活儿干。

2015年3月 ， 吴晓英接受了
手术治疗， 随后进行放化疗， 无
论多痛苦她都没有放弃， 因为她
知道， 只有和病魔殊死搏斗才有
生的希望。 在此期间， 平谷区残
联为她垫付两万元医疗费， 工友
们也纷纷慰问她。 经过几个月的
治疗， 病情趋于稳定后， 她整合
资源， 借助 “互联网+” 的东风
创建了一个残疾人网络销售平
台， 开设两个网店。

2019年9月 ， 吴晓英设立蒙
古族服装服饰手工刺绣项目， 制
作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手工刺绣
香包、 头饰、 服饰等产品。 她与
北京市残联、 内蒙古残联建立框
架性合作关系， 帮助当地残疾人
承接中国结制作、 汽车坐垫加工
等项目。 她还通过上海某平台对
接俄罗斯、 阿富汗等国的客商，
通过商务部港澳台侨联谊会拓展
合作渠道。

创业以来， 吴晓英先后获得
巾帼创业明星、 北京市残疾人自
强模范、 首都巾帼创业先锋等诸
多称号。

提升自我
半百之年重回校园深造
吴晓英的业务一直处于手工

制作的个体经营状态， 为了提升
自我， 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半
百之年的她毅然选择重回校园深
造， 希望通过拓展知识和实践层
面突破现有技艺传承的局面。

近年来， 国家大力推动职业
教育改革， 高等职业教育迎来发

展的春天。 2020年， 北京经济管
理职业学院进行扩招， 采取弹性
学制和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 为
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 农民
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提供学
历教育， 有效实现 “工学结合”，
幸运的吴晓英成为该校2020级宝
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的一名在校
生。

她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 每周末辗转倒上几次公交车
到校学习 。 在老师的专业指导
下，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 她在
专创融合 、 行业转型 、 带动就
业、 产品升级等方面有了更深认
识， 学会进一步拓展上下游产业
链和品牌打造。

2021年6月 ， 在学校的大力
支持下， 她带领 “绣美英华———
打造国潮新蒙绣第一品牌” 团队
参加了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优秀
创业团队评选活动。 经过初赛网
评、 复赛和决赛路演， 该项目在
全市近百所本专科院校的2000余
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 荣获优
秀创业团队二等奖。

同时， 考虑到她迫切需要有
实操条件的场地支持， 学校就业
创业指导中心全面指导她做好大
学生创业园的入驻申请， 应对入
驻答辩， 并与大学生创业园多次
协调推荐， 最终助她获得入驻北
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理工园）的
基本条件。 这也是该校自2020年
12月“冰山数据”入驻大学生创业
园后的第二支项目团队， 是全校
首支非实创、求孵化的项目团队。

好消息接二连三： 她的作品
《树叶盘金刺绣挂件书签系列 》
在2021 “北京礼物” 旅游商品及
文创产品大赛中获得 “TOP100
总榜单奖”， 并在北京市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大赛暨 “创客北京
2021” 创新创业大赛中夺得创客
组前五十强。

这个外表瘦小的女性心中一
直燃烧着熊熊火焰， 要把蒙古族
非遗刺绣技艺传承下去， 带动更
多人学习中国传统技艺。 以针为
笔， 自强不息， 用蒙绣传递中国
优秀文化； 以线为墨， 发扬工匠
精神， 以蒙绣开启人生新境界。

身残志坚，传承蒙绣技艺永不言弃
———记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大龄学生、“北京巧娘”吴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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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连捷：乘客安全出行的“护航人”
□本报记者 边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