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身边观察 2021.3.2 星期二 编辑 施歌 校对 刘克宁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3月9日上午
10：00在中拍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
org.cn)举办拍卖会，公开拍卖：河南平宝煤业有
限公司废钢及设备残体一批（保证金50万元）。

标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获取。有意
竞买者，请于2021年 3月 8日 16时前携带
保证金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若竞买不
成功，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5-2885588 15836999999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新华路中段豪享来楼上四楼
公司网址：www.hnjlpm.com

河南省金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企业）

2021年3月2日

拍卖公告 湛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周子玉、尹晓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

公司与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特此公告

湛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杨延岭、徐玉秋：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公

司与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特此公告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文/图

可爱的小牛、逼真的百合花、惟妙
惟肖的小娃娃，甚至《西游记》中的人
物也都化身成毛线玩偶生动地展现在
眼前……这些钩织作品都出自谷世玄
之手。从钩织孩子心仪的玩偶开始，
谷世玄逐渐痴迷上钩织艺术，成了圈
内有名的钩织手作达人。

痴迷钩织艺术

绕一个线圈套在钩针上，一手轻
巧地捻着毛线，一手舞动着钩针上下
翻飞，不一会儿，一根根毛线就变成了
一朵花、一件娃娃的衣服、一个鲜红的
草莓……

上周六下午，在矿工路东段的平
顶山文旅会展基地，谷世玄一边和记
者聊天，一边飞针走线。她的手指穿
插在钩针与线之间，眼睛不用看，针法
丝毫不差。“我这是熟能生巧。”她微微
一笑。

谷世玄的老家在汝州农村，上小
学时，她便跟奶奶学会了绣花，十五六
岁就学会了织毛衣。受奶奶影响，谷
世玄从小喜欢女红，还掌握了一手钩

织手艺。结婚生子后，她为儿子钩织
过马甲、围兜等。4年前，谷世玄有了
一个可爱的女儿，她辞去工作，做起全
职妈妈。空闲时间，她重拾钩织爱好，
为女儿钩织各种各样的小发卡，把女
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女儿喜爱布娃娃，她便在网上购
买材料、图纸，学着为女儿钩织玩偶。

“做娃娃很难的，光是脸的大小、比例
就很不好把握。”她在手机上看着视频
一点点地琢磨、练习，织不好了就拆掉
重来，一个多月后，她总算织好了。当
这个戴着王冠、穿着蛋糕裙、头发卷曲
的公主玩偶出现在眼前时，女儿爱不
释手，吃饭、睡觉都要抱在怀里。

邻居们看到她的钩织作品也赞不
绝口。“听到别人的夸奖，我很有成就
感。”谷世玄由此萌生了开办一家钩织
工作室的梦想。

把爱好当成事业

半年前，谷世玄入驻平顶山文旅
会展基地，开办起自己的钩织手作工
作室，开始把爱好当成一份事业去经
营。

“钩织是一种传统手工艺，要想把

这项手艺传承下去，需要不断创新才
行。”谷世玄说，现代人对手工编织的
沙发罩等用品兴趣不大，但是对手工
编织的小饰品格外喜欢。

她先后加入了多个钩织交流群，
经常与全国各地的钩织达人交流技
法、创意。

最近，她钩织出一套《西游记》人
物，每个人物只有巴掌大小，但形象生
动。“人物虽小，但每个都需要10多片
编花拼在一起才行，做这些活特别考
验耐心。”谷世玄说，手工钩织最磨人
性子，很多人因此坚持不下去。她喜
静，尚能沉住气。兴之所至，她有时会
做到半夜。“累得脖子、胳膊酸疼，不
过，作品做好后，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再累都值得了。”她笑呵呵地说。

春节期间，谷世玄赶了一个年俗
大集，她钩织的上千个作品被抢购一
空，这给了她大大的惊喜。“传统手工
艺品前景还是不错的，我现在恨不得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钩织，希望自己
织出更多漂亮的作品。”她说，钩织手
作是她非常享受的一件事，她会坚持
下去，让更多人感受、体验、喜欢上这
门传统手工艺。

85后妈妈用心钩织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胡耀华

室内墙壁上贴满了形象生动
的剪纸作品，内容有民间故事，也
有雷锋和焦裕禄类的时代楷模；
客厅正堂，孔夫子的剪纸画像更
是栩栩如生……

“这些都是近两年剪的，纯
属爱好。”张海鹏一边说着，一边
随手拿起桌上的红纸，熟练地折
叠后，用剪刀咔咔几下，一个活
灵活现的图案便呈现在眼前。
这是近日记者在鲁山县张官营
镇营北村 90 后张海鹏家看到的
情景。

“我是受外婆和姨婆的影响
喜欢上了剪纸。”张海鹏说，外婆
和姨婆都是剪纸高手，他从小耳
濡目染，渐渐喜欢上了剪纸。

起初，父母并不支持他的这
一爱好，但张海鹏像着了迷，一天
不拿剪刀就浑身不舒服。2018
年，张海鹏被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录取。让他感到惊喜的是，学校
设有刻刀课，这样不仅有充足时
间学习剪纸，还能得到老师的专
业指导。

去年 2 月，因疫情原因，学
校延迟了开学时间。借着这个
机会，张海鹏来到民间高手陈
子豪家，跟他学习撕纸和剪纸
技术。

陈子豪家在张官营镇杨庄
村，从小跟奶奶学剪纸，几十年
来 剪 刀 不 离 手 ，有 着“ 中 原 神
剪”和“中华手撕纸一绝”的美
称。在陈子豪的精心指导下，
张海鹏的剪纸技术进一步得到
了提升。

艺术要想更好发展，必须不
断创新。在跟随陈子豪学习的同
时，张海鹏对下汤镇“神剪”李福
才的作品进行了研究，并把两位
老师的剪纸技巧融合在一起，结
合自己的风格，创造出了独特的
剪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张
海鹏的不懈努力下，去年 6 月，
在“非遗传承健康生活——河南
省 2020 年非遗随手拍大赛”中，
其作品荣获三等奖；去年 12 月
26 日，其作品“钟南山肖像剪
纸”与“河南博物院为武汉加油
剪纸”被河南博物院收藏，另有
多幅作品被中原非遗研究院、
河南省民协、郑州图书馆、中国
民协官方微信公众号等转发、展
示或收藏。

“这是我正在创作的作品，
整体以蝴蝶花为主，寓意繁荣昌
盛，边缘是一对凤凰，中间是汉
字‘盛世风华’，寓意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来的璀璨历史。”
张海鹏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
名老师，让更多人加入道剪纸行
列，把这一民间艺术继续发扬光
大。

90后小伙儿
爱剪纸
要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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