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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左上臂残缺，却坚持湘绣非遗传承10余年，作品多次获奖。从大学摆地摊赚生
活费到创业达人，在业余时间学跆拳道，并斩获省残运会第一名。11月5日，记者在长
沙县湘龙街道湘绣社区见到了这位长沙励志女孩———杨凯崎。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胡锐

长沙励志女孩杨凯崎遭遇比常人更多苦难，但她未认命：专注手工刺绣，还爱上跆拳道

“独臂”绣出别样人生，双腿踢出省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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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摆地摊赚生活费，毕业遇“入职难”

1988年， 杨凯崎出生于湖南怀化的一个
小山村，由于出生时左上臂残缺，她从小就遭
遇了比常人更多的苦难。 不过杨凯崎并未认
命，她克服困难，发奋读书。2008年，她考上大
学，成功来到省城长沙求学。

“为了凑齐生活费， 大一报到我比别的同
学晚一个月入学。” 杨凯崎告诉记者， 上大学
后，她利用课余时间想方设法挣钱，发过传单，
摆地摊卖过被子、衣服、电话卡，还做过驾校招
生的代理等。“还去校外找过兼职，但别人看到
我这个情况，不愿意要。”杨凯崎每天累得一回
寝室就倒头睡了，因此同学们给她送了个外号
叫“独行侠”。

至今杨凯崎还记得，有一次深夜，她从株
洲服装市场进货回到长沙。当时长沙下起了大
雨，杨凯崎舍不得打出租车，就扛着一大袋衣
服淋雨走了很远的路，后来感冒发烧，刚进的
衣服也泡了水。

大学学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学期
间，杨凯崎就通过阿里巴巴平台做生意，还与5
位残疾人朋友一起创办了残友创业园，主要做
一些手工艺产品卖，如十字绣。

“大学毕业时，我手里已经赚了3万元了。”
杨凯崎说，刚毕业时，她意气风发，但很快被残
酷的现实给上了一课。她往深圳、浙江等全国
的贸易公司投了约200份简历， 但都石沉大
海。“得知我是残疾人后，连个前台的岗位也不
愿意给我。”

几经转折，杨凯崎最后在长沙的一家外资
企业谋得一职。本想在公司做出一番成绩的她
又被当头一棒。“主管说，以我的条件，在公司
几乎没有上升空间。” 不甘心一直做个小职员
的杨凯崎，在入职后的第二年便离职了。

迷上湘绣，她开始创业专注手工刺绣

“如果说以前都是兼职创业， 自那以后就
开启了全职创业生涯。” 杨凯崎向记者介绍，
2011年，杨凯崎第一次接触湘绣，从此被湘绣
的美深深吸引。2013年，她注册“礼品女孩湘

绣坊”，专注手工刺绣。
学习刺绣时，杨凯崎口手并用，用口辅助右

手完成穿针、引线，针尖划破嘴唇，那是司空见
惯的事。

为了更好地学习刺绣， 杨凯崎还到处参加
全国各地的刺绣培训班，跟江再红、刘爱云等湘
绣大师取经。在名师的指导下，她的刺绣技艺日
益精湛，不仅在各种行业比赛中获奖，其作品也
经常在国内外展会上展览。

在2015年的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上， 杨凯崎第一幅长作品《富水山
居》被认定中国湘绣非遗杰出作品，她本人获得

“新生代中国湘绣传承人”的称号。
“现在我们一起把湘绣、湘茶、湘瓷结合一

起来，做有湖南文化底蕴的礼品、礼盒。”作为杨
凯崎的合伙人，唐淑君向记者介绍，经过半年的
设计，他们的第一款产品已经申请版权。

“上个月正式开卖，目前已经卖出去了200
多套。”唐淑君说，未来他们将推出更多新品，并
通过参加国际展会走出国门，“将湘绣、湘茶、湘
瓷文化推广到全球。”

为了强身学跆拳道，踢出全省冠军

11月5日，在长沙县湘龙街道湘绣社区湘绣
城“礼品女孩 湘绣坊”门店内，杨凯崎正在一针
一线地刺绣。

“我一直就喜欢打乒乓球、 羽毛球， 还有游
泳。”杨凯崎告诉记者，为了强身健体，她平时喜欢
搞搞运动，2018年时忽然就爱上了跆拳道。刚学跆
拳道那段时间，她三次骨折，但依然坚持下来了。

2019年，在湖南省残联的推荐下，杨凯崎
参加了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 并获得跆拳
道女子K44�58公斤级第五名。2022年， 她又参
加了湖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 并斩获女
子跆拳道+58kg第一名的好成绩。

除了喜欢运动外，杨凯崎更热衷公益事业。
“我经常参加一些帮助残疾人的公益活动。”杨
凯崎介绍，比如向特困肢残人捐赠家用电器，爱
心送考、 募集衣服物资下发到贫困山区肢残家
庭。在一次公益活动上，杨凯崎的一幅湘绣作品
被高价拍卖，所得资金也成为公益基金。

“00后”南华女孩
直博中科院
她说：要让更多人感受到“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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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1月5日讯 全面
发展，十佳干部，软件著作权第一
发明人、国家级科研创新项目第一
主持人；专业过硬，立志学核报国，
2022年获全国核科普讲解大赛优
秀奖、湖南省第三届“核+X”创意
大赛二等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MCM/ICM）二等奖……她以优秀的综合实力和
丰富的科研经历， 直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她
是来自南华大学2020级核物理01班的“00后”女孩蔡雨
漫，正如她的名字一般，她的求学之路也同样“美丽”。

“学习和做研究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

高中时，有感于国内外伟大科学家为人类发展做出
的突出贡献，看到我国一些关键领域仍面临“卡脖子”困
境，蔡雨漫便立下梦想———科研报国。高考后，她选择南
华大学核物理系。

“学习和做研究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 要有敢于沉
淀的精神。”蔡雨漫说。大一时，还没有学完高数，她就开
启了“四小力学”之旅。大三时，中英文结合授课《量子力
学》，连考试也是全英文的试卷，她一度怀疑自己要坚持
不下去了。在导师和辅导员的帮助下，她最终克服恐惧。

蔡雨漫认为，万事开头难，想走上科研路应尽早做
准备， 大一时要多参加些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类的比
赛，进课题组找学长学姐导师带着入门。“持续学习是提
高创新能力的关键，可以通过阅读书籍、期刊文章、参加
研讨会和课程，不断扩展知识和见识。”

科普志愿服务，让更多人感受到核的魅力

“许多人认为核物理专业是深奥、晦涩难懂的，其实
不然，我们生活中处处可见核物理的知识。”为揭开这层
神秘的面纱，让大家对核有正确的认识，蔡雨漫作为学
校“核”心闪耀志愿服务队队长，致力于和团队一起通过
科普让更多人感受到核的神奇魅力，使其深入人心。

同时，蔡雨漫还身兼数职：学生会副主席、院学社联
主席、院主持人队队长、班主任助理。为平衡好学习和课
余，她琢磨出了独门秘籍：制定时间表、设置优先级、学会
拒绝、设定目标和合并兴趣，“这些小妙招帮到我不少。”

“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在人生漫漫长途中，万物皆
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请你相信，一切终有回
报。”今年9月，蔡雨漫保研成功后，她说要继续读书学
习、继续跟老师做研究，“未来希望能够学有所成为国家
贡献一份力量。”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刘镇东 通讯员 夏文辉 李雅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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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
日，在“湘绣
坊”门店内，
杨凯崎正在
一针一线地
刺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