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特长，这
些特长可以是音乐、厨艺、舞蹈、健身、手工
等各个方面的。只要您有才艺，晚报邀请
您来，为您提供平台，展风采、秀才华！快
来踊跃报名参加吧！

自荐电话：4940000 496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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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市体育村南门有几个乒乓球台，每
天早晨，不少乒乓球爱好者喜欢到这儿来

“舒展筋骨”。在爱好活动的人群里，有一
位爱管“闲”事的老伯——高家修，人称

“高区长”。
“他很热心，在这里活动时，遇到啥事，

大家都喜欢找他，并自发推荐他负责管理这
片活动场地，所以我们都叫他‘高区长’。”11
月12日上午，记者到这里采访，提起高家修，
正在锻炼的马先生说。

高家修今年82岁，家住市区矿工路东
段阳光小区，是平煤神马集团一矿的退休工
人。记者来到现场时，高家修因事还在家没
出来。接到记者的电话，他立即骑了一辆小
自行车，15分钟赶到了现场。高家修个头不
高，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

“这都是打乒乓球的功劳。”高家修说，
他从小喜欢打乒乓球，到现在已经打了70
多年。“小时候，没有乒乓球拍，就拿着家里
铲灰的木铲打。”

2000年前后，市体育村在南门附近的

空地上摆了几张乒乓球台，供乒乓球爱好者
玩。自此，高家修便经常到此玩。由于乒乓
球台数量有限，玩的人又很多。时间久了，
就会出现有人长时间占着球台不下来，有人
等了很长时间又打不成球的问题，而矛盾也
难免会发生。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家修都主动上前
劝慰双方，并给打球的人排序，避免矛盾的
再次发生。雨天过后，球台上有积水，他就
早早来到现场，将各个球台上的水擦去。球
台周边脏了，他就主动去打扫……

“前段时间，有张球台的一个角坏了，
打球很不方便，他又从家拿来工具修。”马
先生说，这块活动场地早前是用嵌草砖铺
设的，后改成乒乓球活动场地后，地面没有
重新铺设，场地不平，打球时很容易摔倒，
高家修就找来水泥将球台周边不平的地方
抹平。

…………
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球友们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时间长了，大家也自然而然
开始拥护高家修，有事总喜欢找他，“高区
长”这个称呼也由此而生。

乒乓球台用的时间长了，台面上的漆都
不行了。前几天，经高家修提议，球友们自
发凑了一些钱买来漆，请人将球台重新刷了
一遍。

“这些都没什么，我本身就喜欢打乒乓
球，能为大家办点事我很开心。”高家修说，

只是活动场地的地面太不平了，“光靠抹点
水泥肯定不行，而我的能力也有限，希望有
关方面能出面将这里修整一下，为球友创造
一个更方便、舒适的活动场所。之前，有不
少人在此摔倒受伤，希望以后能避免这种情
况再发生。”

爱管“闲”事的“高区长”

□记者 牛超/文 禹舸/图

本报讯 扎染是我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
染色技术之一，用扎染布料做成衣服，是非常热门
的时尚元素。T台上各种扎染的图案都来自设计
师们天马行空的创意。今天，记者采访了一位热
爱扎染的美女老师，请她教大家如何做扎染。

陈永艳是市八中一位爱尝试和创新的美术
老师。据陈永艳说，在她上小学时就对扎染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有一天，哥哥回家求助
母亲，说劳技课老师让学生试着做扎染。”陈永
艳说，那天，母亲和哥哥在家做扎染，她在旁边
看。也就是这一次，扎染在陈永艳心里烙下了
印记。

后来，陈永艳考上河南大学美术教育专业学
习油画，她开始摸索着做扎染。“我们不学这门
课，而我除了见过哥哥之前做过，也没有学过。”
陈永艳说，她凭着儿时的记忆，一点点摸索，一次
次试验……时间久了，还真摸到了一点儿门道。

没事时，陈永艳就在家做个扎染靠垫、睡裙，
甚至杯垫……图案独一无二、别具一格。

目前，陈永艳和同事还在市八中开办了扎染
社团，教学生在课余时间学习扎染。2013年，他
们社团参加中南6省中小学生作品展，有多幅作
品获一等奖。该社团去年和今年也连续被评为
市级优秀社团。

操作步骤：

1.准备材料：锅、植物染料、一块白布或白色
衣服、针、线、铅笔。

2.先用铅笔在白布上画出需要扎染的图
案。我们画的是牡丹。

3.用针线沿着画好的图案缝一遍。图案的各
个部分要分开缝，两端还要留出一定长度的线头。

4.把缝好的线抽紧，两端扎好。图案外面留
白的地方也要卷实用线扎好。

5.将扎好的白布放在清水中浸泡10分钟；同
时，在锅里放入一定的水烧开。

6.水烧开后，放入染料搅匀。将浸泡过的、
扎紧的白布放入锅内煮十来分钟。

7.拿出后用清水漂去浮色，然后静置半个小
时，拆线。你要的图案就出现了。

陈老师教你做扎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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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修在调试乒乓球台上的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