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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库艳敏 文/图

家住卫东区东安路街道葡萄
园社区原恒瑞矿山机械厂家属院
的孙玲芝今年40岁，1岁多时因小
儿麻痹落下右腿残疾，凭着对制
衣的一腔热情，20年来，她不轻言
放弃，一步一步接近萦绕在指尖
上的美丽梦想。

10月30日，孙玲芝初次代表我
市参加我省第五届残疾人职业技
能竞赛，就取得了女服制作的第三
名。她还有望参加省残联组织的
集中培训，代表我省参加全国职业
技能比赛。11月 17日，在市区矿工
路东段她家的烟酒百货店内，记者
采访了她。

受母亲影响爱上制衣
孙玲芝在家里排行老三，她

说，学制衣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到
现在，她都看不上我做的衣服。”孙
玲芝笑言。

孙玲芝的娘家在湛河区北渡
镇汴城村，父亲是名工人，母亲是
典型的家庭妇女。家里兄弟姊妹
多，父亲一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

人，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过年
时，别家的孩子穿新衣，孙玲芝的
母亲就照着样子给孩子们做新衣，
该绣花的地方绣花，该有口袋的地
方就缝上口袋，做好的新衣几乎可
以与人家买的成衣相媲美。

初中毕业后，因行动不便不会
骑自行车，孙玲芝没再继续上学，
一直在家里照顾家人。20岁那年，
苗侯村有个老裁缝招学徒，母亲便
让她跟着老师傅学制衣。“好歹这
也是门手艺，女孩子家干这个风吹
不着，雨淋不着，总少受些罪。”母
亲一直这样对她说。

做梦都在上中山装口袋
孙玲芝就这样喜欢上了制

衣。1个半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3
个学徒只有她一人坚持了下来。
后来，她又到集中批发成衣的新华
区王庄村跟人学习了4个月。店里
活儿不多、师傅又心情好愿意教
时，她就赶紧学手艺。学习结束
后，为了锤炼手艺，她开始跟着在
市区开裁缝店的表姐做衣服。

由于身有残疾，她一直不大爱
说话，心理有障碍。“现在说起来，

我特别感谢表姐夫。”孙玲芝说，表
姐夫告诉她，如果想自己开店，不
会与人沟通，就算手艺再高，衣服
照样卖不出去。

为了方便她在家里制衣，父母
给她做了一个两米长的桐木板案
子。跟着表姐做衣服的两三年，她
省吃俭用，挣点儿钱就置办一件制
衣“家伙”。第一次领到200多元工
资，她就花40元钱买了把剪刀。这
把剪刀伴随她至今。

有了姐夫的教导，在学艺的同
时她试着改变自己。村里谁找她
改衣服，她都乐于帮忙。她鼓起勇
气独自给同村的一个嫂子做了套
衣服，终于有了自己的“作品”。

孙玲芝说，她是真心喜欢做衣
服，从来没有烦过，更没有间断
过。没到市区学艺前，家里曾请一
位老裁缝给父亲做中山装。“中山
装最难做的就是口袋，口袋全是吊
着的，看不到明线。”她一直在旁边
看着，谁知道到该做口袋时，她却
被打发出去买线，回来时老裁缝已
经做好了。“我做梦都梦到上兜，干
着急就是上不去。”她说，后来她到
市区打工后，只要有人做中山装，

别人嫌麻烦不做，她却全接了，“我
一定要把它做成”。

最爱还是制衣
2000年，孙玲芝嫁到了市区。

婚后一年，她仍坚持在老家赶集会
找活儿，需要到市区买辅料时才回
家。对于制衣，丈夫给予了她很大
支持。“我没做过饭，家务几乎没干
过。”她坦言。

孙玲芝说，做一件衣服，需要量
体、打版、裁剪再缝制。高档服装都
是立体裁剪，难度较大。2005年下
半年，经人介绍，她到市区一家高档
制衣店学习打版并帮人制作成衣，

“那时候一天一件，手艺突飞猛进”。
孙玲芝说，最忙时，她一下子

接了60多套工作服。因为顾客要
得急，她天天干到第二天凌晨三四
点，上午照样八九点起来干活。孙
玲芝说，刚起时有点儿难受，但一
坐到机器前，她就来精神了。20年
的不间断努力，她的手掌磨出了
茧，内心越来越自信。

现在，孙玲芝专门给一家高档
制衣店缝制成衣。记者采访她时，
她正忙着做一件羊绒大衣。去年，
她还被社区选聘为残疾人专职委
员，做社区残疾人信息调查、服务
等。她的制衣店就设在家里经营
的烟酒百货店内，店内，高速平缝
机、锁边机、蒸汽熨斗……一应俱
全。丈夫不在时，她就一边制衣一
边卖东西。

让梦想在指尖飞
20年琢磨，残疾女修成制衣高手

在殷天保看来，徒步旅行是为
了让生活慢下来，等等灵魂，听听自
己内心的声音。徒步旅行的乐趣很
多，这些收获不仅来自于大自然，还
来自斑斓多彩的内心。比如“当你
无路可走的时候，走着走着前方突
然出现了路”，这时你会明白很多人
生哲理。

11月 17日，殷天保等11人再次
沿着湛河徒步，这是他第13次徒步
旅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不但
有朋友一起，还有朋友的朋友参

与。有陌生人加入，他更加开心
了，“多人一起徒步，与一个人独行
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会收获很多欢
乐”。

“与骑车、户外运动不同，徒步
旅行相对简单，不需要太讲究技巧
和装备，是最亲近大自然的最简单
的一种运动。”殷天保说，他经常把
徒步照片发在微信上（微 信 号 ：
304112765），他希望更多的人加入
徒步行列，从中获取力量和“慢思
考”能力。

徒步旅行，享受慢生活
【核心提示】

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忽略美好的风景与事物。选择徒步旅行享受慢生活的乐趣，

这种旅行方式正逐渐得到一些人的认可，27岁的殷天保便是其中一员，他用一年时间完成徒步旅行

13次。

预约采访时，记者问他：“为啥喜欢徒步旅行？”他回复：“疲惫身体，净化灵魂，享受慢生活。”

□本报记者 王民峰

殷天保老家在宁夏，2008年7
月从河南城建学院毕业后留在鹰
城创业。经多年打拼，他创办的一
家教育培训机构在业界闯出了点
名气。

去年底，殷天保创办的教育培
训机构处于战略挑战期，遇到很多
棘手的问题，这一度让他身心疲
惫。“事情太多了，人都快疯掉了。”
殷天保说，为调整心态，他决定出
去走一走。

因为还要兼顾公司事务，不能
走得太远。读大学时，他曾徒步沿

湛河走了一遍，此次，他依然选择
了近郊徒步旅行。

殷天保选择了一个天气晴好
的日子，一大早背上泡面、矿泉水、
锅、碗等物品，独自一人从市区中
兴路湛河桥出发，沿着湛河南岸一
直走到许南公路，而后沿着湛河北
岸折返，回到家中已是下午5时，
脚上磨了好几个泡。

殷天保说，沿着湛河徒步感觉
很特别，一路上会发现很多美好的
事物，而这些很多都是平时不怎么
注意的，他不停地用手机和相机拍

摄照片，记录美好的瞬间。
“徒步一天很累，晚上睡得特

别踏实。”殷天保说，徒步意味着放
弃舒适和安逸的旅行方式，会很辛
苦，但通过这种与大自然接触的最
原始方式，能够发现生命中美好的
事物，能在“苦行”中发现自我的内
心世界，“很多想不通的事情豁然
开朗，第二天上班感觉特别有力
量”。

这次徒步旅行带给殷天保的
不仅是美好的记忆，更为重要的是
一种让自己慢下来的方式。

为放松心态，爱上徒步旅行

一年间，殷天保已完成13次徒
步旅行，与户外、乘车旅行不同，他
的行程基本为近郊，往返一天的时
间足够，诸如平顶山、金牛山、湛
河、沙河、白龟湖等都是他徒步的
去处。他的这13次旅行，一半是独
行，一半是与朋友同行。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
干什么事情都要求快，就连游玩
都变得匆匆忙忙，错过了生活中
很多美好的细节。而徒步旅行是

放慢脚步，仔细品味大自然美的一
种最简单的方式。”殷天保说，他
徒步旅行的事情被一些朋友知道
后，大家纷纷表示要跟着他“行走
四方”。

“与朋友徒步慢行，关系会更
加亲密。”殷天保说，假如说独自徒
步是修身养性，那么结伴徒步旅行
则是与朋友心灵对话的历程。徒
步过程中，他们经常会被对方的思
想折服，在交谈中往往会擦出灵感

的火花。
殷天保的朋友曹金飞说，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繁琐的事情特别多，
整天忙忙碌碌，常莫名烦躁。“用心
去感受徒步，我发现了很多乐趣，
也发现自己内心的东西，想明白了
很多事情。”曹金飞说，徒步旅行比
窝在家里上网、打游戏、看电影或
出去逛街有意义多了，不但能够修
心，还能够提高身体素质，也能结
交一些新朋友。

与朋友徒步，关系更加亲密 徒步让人更有力量，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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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里偷闲，孙玲芝在自家的百货店里制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