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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交民巷的一幢红色小楼里， 历经半个多
世纪时光的国有服装企业———北京红都集团公司就
坐落于此。 在这里， 记者见到了制作考究的京式旗
袍，以及这门手艺的匠人———李侃。

初见李侃，只觉得她是一位和蔼可亲、朴素可爱的
女士。 事实上，她不仅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顺京
式旗袍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北京红都集团公司的
服装高级技师。 她是目前中国最会做旗袍的人之一，曾
为众多国内外政要的夫人和社会名流量身定制旗袍。

不离不弃：与红都相濡以沫 38年

1978 年， 红都公司在当时还叫北京市人民服装

厂，21 岁的李侃插队回京后， 被分配到该厂做学徒，
之后转入加工车间工作。

由于表现出色，在 1992 年，李侃开始跟着师傅
学做定制旗袍。 “没想到一待就是 30 多年，时间过得
真快啊。 ”回忆起那段岁月，李侃感慨万千。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旗袍在
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女装。 新中国成立以后， 旗袍日
渐受到冷落，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对旗袍的
喜爱才又开始慢慢复苏。 李侃进入旗袍定制领域
时，正是旗袍再度迎来辉煌之时。 “在 1984 年以前，
红都从不对外营业，要想到这里做衣服，需要有省部
级以上的介绍信才行。 ”李侃向记者描述时，脸上洋
溢着自豪。 “那时穿红都定做的旗袍，是身份和地位
的象征。 ”

但是，国企红都也必须学会在市场经济中谋生，
这位曾经的服装业“宠儿”，也难免要经历转型中的

阵痛。
被问及当初为什么会坚持做旗袍、 坚持留在红

都时，李侃说“原因就是我热爱这门手艺，红都当时
有中国最好的裁缝师傅，他们教会了我很多，我相信
困难只是暂时的。 ”

匠心独运：一剪一尺把旗袍做到极致

1921 年，设计师韩俊峰创立了“双顺京式旗袍”
品牌，后来成为北京红都集团公司旗下的旗袍品牌。
与时尚多变、商业气息浓郁的海派旗袍相比，京派旗
袍更加矜持凝练、庄重大方。

2007 年，“京式旗袍制作技艺” 被评为北京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李侃成为“双顺京式旗袍”传承人。

“真正的好旗袍一般都是手工制作的， 量体裁
衣， 让每个穿旗袍的人都能展示出自己最美的一
面。 ”李侃主要从事高端旗袍定制，染色、设计、裁剪
甚至小到盘扣样式都能根据顾客需求定制。 作为公
司的高级技师，她掌握了量体、裁剪、制衣等各式旗
袍制作技艺，还曾获得过“中华技艺大师”称号。

每次制作衣服前， 李侃都要先与顾客进行充分
沟通，根据顾客需求和喜好选定面料、款式，然后才
量体裁衣。 衣服成型后，还要经过两到三次的试衣，
不断修整，直到旗袍完美地适合它的主人。

看上去线条简单的京式旗袍，制作起来却并不
简单。 量体时至少要对全身十几个部位进行细致
测量， 像纽扣、 领口这样的细微之处更是大有讲
究 ，盘 、绣 、滚 、镶 、拼 、镂等工艺也均是手工制作 。
“一件手工制作的旗袍 ， 至少也要半个月才能完
成。 ”李侃说。

李侃曾多次为国内外政要及其夫人制作旗袍，
受到高度赞誉。 她用心服务， 很多老顾客让她做了
“一辈子”旗袍。 不过，李侃并不满足于现状，在与记
者交谈的一下午时间里， 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还要不断学习”。

就这样，她凭借着精湛的手工技艺，一剪一尺把

旗袍做到了极致。

技艺传承：把接力棒交到年轻人手中

“现在如何能把旗袍制作这门手艺传承下去，成了
摆在眼前的问题。 ”当谈到这个行业的未来时，李侃难
掩脸上的焦虑。 “要想真正掌握手工制作技能，需要长
时间的学习和积累，旗袍裁剪和缝制都很困难，有时一
道工序可能要返工好几次， 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太难了。 ”

“很多老师傅做了几十年旗袍，有非常丰富的经
验。 ”李侃认为，要想把旗袍手工制作技艺学好，除了
要有足够的悟性和耐心，最好还要有老师傅带。 “但
是现在很多老师傅都退休了， 要想把这门手艺传下
去，就要抓紧培育年轻人。 ” 她补充道。

如今，李侃自己带了几名徒弟，她将多年来积累
的经验和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她要求徒弟
们勤学苦练，自己则经常利用下班时间指导他们。 她
还根据徒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传授技艺时注重
与他们的兴趣相结合，在实际加工制作中进行指导。
此外，李侃还重点培养徒弟的设计能力和研发能力，
让他们尝试对旗袍进行款式和制作技艺上的改良创
新，以满足现代女性的审美需求。

“旗袍线条简练，优美大方，最能表现出东方女
性典雅、温婉的气质。 它既是中华服饰美的体现，也
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李侃如是评价自己热爱的旗
袍。 “我会带着我的团队继续坚守，相信这个行业的
未来会是美好的。 ”她说。

传承人李侃在工作室内缝制旗袍。

漫画 赵春青

本报记者 李 丰

本报通讯员 陈良波 刘 平

“前些年，有的工伤待遇拖 1 年多也不能支付，
我们‘压力山大’。 ”说起工伤保险工作，贵州省六盘
水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科副科长韩波深有感触：“现
在， 再也不用为待遇支付发愁了， 工作起来很踏
实。 ”

韩波切身感受到的这种“踏实”，源自贵州省工
伤保险省级统筹的成功运行。

2014 年 7 月，贵州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正式实
施，经过两年多的磨合，实现了政策制度、经办规
程、信息系统、基金管理“四统一”，有效解决了参保
人员“垫资”和“跑腿”的难题，收获不少职工点赞。

统收统支模式下的省级统筹

2013 年，市级统筹模式下的贵州工伤保险面临
着一系列困境。

全省享受待遇人数比 2009 年增加了 59%，当
期基金结余同比下降 50.4%；全省 9 个市州中，安顺
市、六盘水两市当期结余率为-23%和-17%，工伤保
险基金已难以自求平衡，加上各地同类企业费率不
同、工伤职工待遇标准差异等，矛盾十分突出。

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路径只能是提高统筹
层次，实现省级统筹。 在模式上，贵州选择了统收统
支模式的省级统筹改革。

“选择省级调剂金模式相对简单，推动阻力也
小，但由于“盘子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贵
州省人社厅副厅长谢丹青告诉记者， 实行省级统
筹， 改变了贵州各地市级统筹模式下各地自求平
衡、自我管理的格局,打破了原有利益关系。“我们最
终确定了统一政策标准、统一经办规程、统一信息
系统、统一基金管理的‘四统一’模式。 ”她对记者
说。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贵州找准推进工伤保险
省级统筹的着力点，构建起一系列的新制度。

对于工伤保险基金， 贵州实行省级统筹管理，
市、州只设基金收入户和支出户，不设财政专户；当
年基金征缴按月上缴省级专户管理，支出的各项费
用按月逐级下拨。 为确保待遇发放，在市（县）支出

户上预留两个月周转金，以实现“统一基金管理”。
每年度，经省政府批准后，由省级下达各地工伤保
险基金年度收支预算，各地未完成基金预算任务而
形成的基金缺口，一律由同级财政弥补。

全省制定统一的经办规程， 使用统一的信息管
理系统，实现基金征缴、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
遇支付、财务管理、基金监督等系统化操作和全程监
管，以此实现“统一经办规程”和“统一信息系统”。

在信息硬件框架上，实现了“四横三纵”的信息
系统模式，即同级横向确保认定、鉴定、经办与协议
机构的信息共享，纵向确保省、市、县三级管理的互
联互通。

完善制度配套让管理更规范

构建完成新的省级统筹体系，贵州人社部门着
手完善相关配套机制，让工伤保险管理更加规范。

从源头的工伤认定抓起，省人社厅制定了《贵
州省工伤认定管理办法》，规范工伤认定权，由市县
两级共同组成工伤认定办公室，解决基层管理松懈
问题。

抓住基金管理这一核心，印发了《贵州省工伤
保险基金省级统筹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从
资金管理权限、会计核算、基金预算与决算、基金的
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让基层有章可循。

在 《贵州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实施意见》
的基础上，省人社厅又陆续出台 18 个配套文件，构
建起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制度体系。 此外，还对全
省费率确定机制、 劳动能力鉴定监督和质量管理、
工伤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工伤辅助器具配置目
录、工伤康复管理、工伤医疗机构定点管理等各项
工作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现在工伤保险管理工作更好干了。 ”采访中，
安顺市社保局工伤保险科科长卬圣告诉记者，现在
待遇支付有保障，工作流程非常规范，社保局的工
作重心都放到了扩面征缴上，特别是建筑业参加工
伤保险的工作上。

在经办管理上，贵州重点加大对工伤保险就医
行为的监管，建立工伤事故快速报告制度，变事后
监督为事前、事中监督。 在全省统一的医疗保险“三
目录”基础上，建立工伤保险药品、诊疗项目及医疗
服务设施标准、一次性医用材料“三目录”标准数据

库。 加强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制定全省统一的考
核办法，对严格执行工伤保险政策、认真履行协议
的医疗机构，给予通报表彰，并酌情给予奖励，极大
改变了过去一些地方存在的管理不到位和管理手
段欠缺的问题。

人文关怀减负企业职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贵州工伤保险推行省级
统筹两年多来，目前基金累计结余升至 19.57 亿元，
基金互济能力显著增强。2015 年 10 月开始，全省平
均费率从 1.27%降至 0.94%。 2016 年 9 月，全省工伤
保险征缴收入同比减少 1.49 亿元，为企业、职工群
众减负明显。

“这一升一降，是省级统筹运行稳健、效益提升、
抗风险能力增强的真实反映， 说明省级统筹真正体
现了工伤保险的大数法则和互济原则。 ”谢丹青说。

得益于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管理执行 ，
2015 年贵州全省享受待遇人数较 2013 年增加了
24%，但待遇支出只增加了 4%。 省人社厅工伤保险
处处长王梅认为，这是规范管理带来的效益，业务
规范和系统完善，使得不合理支出被有效控制。 工
伤职工合理的待遇不但没有降低，相反得到了更好
的满足。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公司职工罗守华，20 多
年前因工伤致高位截瘫，被鉴定为二级伤残。 工伤
保险省级统筹后，罗守华享受的待遇中，每月增加
了 1000 元的成人尿垫费用。

而这正是工伤保险省级统筹配套政策加强人
文关怀的体现。 贵州将一次性尿垫、一次性尿片、一
次性尿裤纳入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范围，有效减
轻了一至六级工伤职工因工伤原因导致大小便失

禁使用一次性尿垫等用品的费用负担，获得广大工
伤职工点赞。

通过建立工伤事故快报和就医通知书管理制
度，贵州有效解决了参保人员“垫资”和“跑腿”的难
题；实现了工伤职工跨参保地直接结算，在方便工
伤职工和医疗机构的同时，充分体现了省级统筹公
平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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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办工伤保险不再“垫资”“跑腿”
实施统收统支省级统筹，不合理支出得到有效控制，合理工伤待遇得到提升，企业和职工减负明显———

就业创业小贴士

“京式旗袍”源自清朝满族宫廷，
制作面料取材织锦缎、古香缎、绸。 制
作采用盘、绣、镶、拼、镂等传统工艺，
根据个人特点量体裁衣。 改良后的京
式旗袍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 通过包
括高端定制在内的市场渠道， 收获了
不少中外消费者的青睐。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崔艳丽）日前，
记者从吉林省民政厅获悉， 为确保省内困难群众温
暖过冬、祥和过节，该部门通过采取及时下拨救助资
金、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开展“寒冬送温暖”等七大措
施，全面扶贫帮困。

入冬前， 吉林省民政厅已会同省财政厅陆续将
2017 年城乡低保资金、 优待抚恤资金、 医疗救助资
金、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下拨各地，及时发放到困难
群众手中。 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全省共保障城乡低
保对象 149.9 万人，城乡低保补助标准分别达到月人
均 445 元和年人均 3412 元 ， 同比提高 10.4%和
25.5%。 2016 年 12 月初，省级基本生活补助资金 30.8
亿元已预拨各地，用于 2017 年城乡低保、特困人员
供养和临时救助。

在临时救助方面 ，到 2016 年 11 月底 ，吉林省
已累计救助困难群众 11.6 万户次、17.8 万人次，平

均救助水平达每户次 941 元。 今年春节期间，该厅
将进一步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切实发挥社会救助托
底线、救急难作用，并不断加强与扶贫部门协调配
合，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社会救
助范围。

依托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该厅正
联合省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共同开展辖区街面巡
查、排查工作，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及时甄别并实施

救助。 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旬，全省各地救助管理部
门共出动车辆 1780 台次，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1800
人次。

针对吉林省现有的 50108 名农村留守儿童，该
厅牵头建立了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 又专门出台了 《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实施意
见》。 按照全国统一部署，2016 年 11 月开始，该厅已
联合 8 个相关部门和单位， 在全省开展以 “合力监

护、相伴成长”为主题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专项
行动。 该项行动将延续到 2017 年底，以落实家庭监
护责任、控辍保学责任等措施，切实保障留守儿童健
康成长。

此外，该厅还将通过做好冬春受灾群众救助、开
展节日期间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加强民政服务机构
安全监督等措施， 全方位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安排好生产生活。

从染色、设计、裁剪到盘扣样式，都能根据顾客需求实现私人定制

一剪一尺守望“东方美”

吉林民政七措施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下拨救助资金、加大救助力度、开展“寒冬送温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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