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冬季以来
,

为防止空调客车电器设备绝
缘不良，武昌客车车辆段信阳运用车间针对控制
柜内电器设备绝缘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

消除了因线路破损、虚接、设备老化等原因造成
的客车绝缘不良。 图为

1

月
1

日，该车间技术人
员正在测量电器绝缘情况。 方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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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烙铁通电后在布上雕刻

淮滨县农民创作出“世界文化艺术奇迹”———布雕画

“远看如国画，色彩鲜艳、形神
兼备，近看如浮雕，凹凸有致。”这就
是在

2007

年第四届中国民间工艺
品博览会上被外国大使称为“世界
文化艺术奇迹”的布雕画。

这是淮滨县农民郑镇怀发明的
一种工艺，一种新型“作画”方法。用
烙铁代替了传统的画笔， 烙铁通电
后在布上雕刻， 利用高温将布粘在
一起，雕出各种图案。

近日， 在信阳市羊山新区记者
有幸见到了布雕画发明人郑镇怀。

“布雕画就是用特制烙铁在布上通
过勾、擦、点、皴等手法雕刻各种图
案。 ”他一边介绍，一边用通了电的
烙铁给一幅花鸟图作最后的润色。

“一般一幅作品需要
1

到
2

个月，工
序很复杂， 我创作的一幅画最多用
了

300

余种布料。 ”

几道工序后， 两只栩栩如生的鸟
儿呈现眼前。记者伸手摸了摸画中的鸟
儿的羽毛，“毛茸茸”的，很有质感。 郑
镇怀说， 他发明的布雕画就是将中国
画的神韵和浮雕的立体感融为一体。

据郑镇怀介绍， 他小时候母亲
经常将五颜六色的布头剪成各种图
案，然后用针线缝在衣服上。这种传
统布贴画吸引了郑镇怀， 但衣服上

的图案经过风吹日晒，不是脱落，就
是表面变得毛糙。而且，因为布贴画
做工简单， 图案线条也不流畅。 因
此， 郑镇怀就萌生了将传统布贴画
进行创新的想法。

1986

年，郑镇怀吸烟时不小心
烫焦了衣服。再察看衣服时，他发现
被烫焦后的衣服不但紧紧地粘合在
一起， 而且呈现出错落有致的纹理
图案。他由此突然想到，能否利用高
温刻刀，将各种布料粘合在一起，并
雕刻出流畅的线条呢？ 紧接着他就
开始试验自己的这个想法， 他试着
自制了一个刻刀形状的铁头， 安装
在修理收音机的电烙铁上，通电后，

利用高温将布料粘合在一起， 刻出

了想象中的图案。

但是，用这样的烙铁作画时，悬
空的胳膊肘找不到支点， 不容易作
画。 于是，经过反复琢磨，郑镇怀将
垂直的刻刀改成弯曲的铁头， 使其
和烙铁杆形成一定的角度。这样，他
可以将胳膊放在桌上作画， 下笔时
手更稳了。后来他又经过长期研究，

制作出更多形状的刻刀头， 用来制
作擦、点、皴等技法。

随着郑镇怀的不断摸索， 他的
美术知识也不断增长， 作品也越来
越复杂。

2005

年，经过
3

年努力，郑
镇怀完成了长

24.88

米， 高
1

米的
作品———《清明上河图》， 其中包含
1

万多块布料、

800

多名人物， 清晰

地再现了宋朝百姓热闹的生活。

采访中， 郑镇怀告诉记者：“布
雕画不像烙画、麦秆画等那么简单，

往往一个简单的图案， 就需要多种
布料多种手法多种烙铁变换着，才
能作出艺术效果。 ”

人物链接
郑镇怀，艺名郑铁桥，男，

1965

年
6

月出生于信阳市淮滨县防胡镇
防胡村， 高中毕业， 是布雕画发明
人。

2007

年
5

月获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明专利，河南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 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

“小水滴”大爱心

“我自己也能‘走’出家门了！ ”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轻松自如地操纵着电动
轮椅，潢川县南海街爱国新村的居民马俊
高兴地对前来爱心帮扶自己的青年志愿
者说道。

26

年的经历，对于马俊来说，充满着
痛苦和折磨。 刚出生时，她还是健康的婴
儿，却遭亲生父母抛弃，被好心的养父母
收养。 养父母没有子女，视她为己出。 然
而，就在

3

岁时，一次意外之祸使她留下了
后遗症和并发症。 等到

16

岁时，她已不能

行走，生活不能自理，只能躺在床上。

看到家境如此困难， 养母早已离家出
走了。 马俊只能与年迈的养父蜗住在不到
20

平方米的棚户里相依为命。每月靠低保
金和养父打零工养家糊口。 如今， 养父已
70

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天天躺在床上，不但寂寞难耐，也不利
于康复。

2006

年，潢川县电业局的青年志
愿者与马俊结对帮扶， 为她购买了一
辆手推式轮椅。 在别人的帮助下，马俊
终于可以看看门外的风景了。但是，终日让
人推着走出去总不是办法， 马俊多么希望
能有一辆电动轮椅， 不用他人帮助而自己
“走”出去。

由国网信阳供电公司员工成立的“小
水滴”爱心帮扶联盟得知此事后，在企业内
部倡议献爱心，帮助马俊实现这个愿望。广
大供电员工热烈响应，纷纷慷慨解囊，短短
的

4

天时间，就筹够了善款。

2013

年
12

月
31

日，爱心联盟队员带
着电动轮椅和棉被等爱心物品来到马俊家
中，将她带到开阔地，一点点地教她操作。

胆大聪明的马俊，很快掌握了操作技巧，就
连回到她那狭窄的房门，也要亲自操作，力
图完全“自立”。

“有了这辆轮椅，马俊就有了‘腿’了。

她可以出外散散心、晒晒太阳，病情也会大
大好转的。 ”马俊的邻居很替她高兴。

1

月
2

日，固
始县摄影爱好者在
县城陈元光广场观
看由该县摄影家协
会会员举办的西藏
摄影采风作品汇报
展。据了解，此次影
展是由该县

5

名摄
影家于

2 013

年
9

月在西藏
13

天采风
创作中， 所拍摄的
近

6000

张图片中
精选出的精品。 影
展展现了祖国西域
高原的壮丽美景。

高晋新摄

河区法院完成“倍增”计划
新增百名人民陪审员

信阳消息（余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河区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任命通过了

100

名人民陪审员。目前，河
区人民法院共有人民陪审员

143

名， 已圆
满完成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

为切实完成人民陪审员增补选任任
务，河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具体工作部署，明确了此次人
民陪审员增补选任目标：在现有

43

名陪审

员基础上，增补
100

名，实现达到法官人数
2

倍以上。

在具体选任工作中， 河区人民法院
积极主动向区人大沟通汇报，争取支持，密
切联络各乡镇、办事处，宣传人民陪审员制
度，确保选任渠道的广泛性。在完成公布选
任名额、条件和程序等相关事宜后，进一步
严把选任关， 对拟任人民陪审员进行了专
业法律知识考试， 并同区人大组成联合考

核组深入社区、单位进行走访座谈，以严格
的审查、考核确保拟任人员的履职能力，更
好地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积极
作用。

此次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的圆满完
成，对进一步扩大司法民主，进一步深化司
法公开，进一步树立司法权威，提升人民群
众对司法工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罗山县青山镇
新修“便民路”35公里
信阳消息（方建兵）“现在，总算对群众有个

交代了， 这条新修的路到镇里比以前要减少
4

公里路程。 ”

1

月
1

日，罗山县青山镇周湾村党
支部书记余德灿走在刚修通的水泥路上， 心里
格外舒坦。

周湾村位于青山镇东南边， 以前村民到镇
里去赶集要绕很远的路，有的村民图走近道，

直接走土路到双桥街道， 过往群众怨声很
大。 入秋，周湾村“两委”召开群众议事大会，

决定修通该村
5

个自然湾的通湾公路和这条
“断头路”，目前，该村公修水泥路总里程

9.8

公
里。

去年以来， 青山镇在全面完成通村公路建
设的基础上，采取调查摸底、村民议事的方式，

采纳村民修路意见，加大村级路网建设力度。目
前，该镇冲口村、孙楼、双桥、童桥等

15

个村和
岳山社区经多方筹资修通湾公路、通户路、村内
循环路和村际“断头路”共计

35

公里，方便村民
的出行。

淮滨县公安局
让22条便民利民措施家喻户晓
信阳消息（王长江姜树海）为进一步提高

广大人民群众对河南公安二十二条便民利民措
施的知晓率。连日来，淮滨县公安局在城区开展
了“河南公安二十二条便民利民措施”系列宣传
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该局采取悬挂横幅、摆设宣
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等形式，全面直观地向群众宣传了省公安厅

22

条便民利民措施， 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
200

余人次，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周海燕
通讯员肖宏伟吴彦飞

甘仁伟刘威杨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