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牛超

她年过七旬，衣食无忧，有
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喜爱做香
包，每年她都要手工绣上百个香
包。对于这些香包，她从不出
售，而是全部送人。她叫郭巧
莲，今年71岁，家住市区曙光街
东段，是市志愿者协会的志愿
者。

巧手老太发挥余热
5月23日，记者来到市区建

设路西段市志愿者协会办公室
时，郭巧莲正在教几位志愿者缝
香包，“快到端香节了，我想给鲁
山的贫困孩子送些香包。”老人
说。

办公室一侧的桌子上及靠
墙边的一个架子上挂着不少做
好的香包，有十二属相、水果、葫
芦、长剑锁、荷包、绣球、粽子
等样子的。它们都是以布头、绸
缎为主要材制，配以亮片、吊穗
和珠串，颜色鲜艳，形态各异，栩
栩如生，而且做工精致，有的香
包只有拇指大小，让人看了爱不
释手。

据志愿者说，这些都是郭巧
莲亲手做的，“都是一针一线缝
的，她不让用缝纫机做，可认真
了。”

办公室的桌子上，还堆有不
少已剪好的布头、棉花、香料及
一些半成品“拜福娃娃”香包。

“这些是给鲁山留守儿童家
园的孩子做的，快到端午节了，
希望他们也能和城里的孩子一
样过一个快乐的节日。”郭巧莲
说。

巧手老太缝制香包几十载
郭巧莲说，她的姥姥曾是清

朝宫廷里的工匠，专门给皇家大
院里的人做衣服、绣品等。在她
很小的时候，姥姥就经常给她讲
在宫廷里做事的经历，并教她针
织、刺绣、剪纸及裁剪衣服等。
十三四岁的时候，每逢端午节，
她就给家人及邻居做香包、鞋
子。

市志愿者协会的办公室里，
放着几双手工缝制的布鞋，有小
孩穿的，也有老人穿的。其中有
两双小布鞋还没有手掌大，鞋面
上分别绣着蛤蟆、蜈蚣、蝎子、蛇
及剪子。郭巧莲说，这是 20 年
前，她给小外孙做的鞋。

“不但自家人，左邻右舍、亲
戚朋友，谁家有孩子需要香包、
鞋，只要说一声，我都给绣。”郭
巧莲说，而且每次都是“包工包
料，他们啥都不用管”，有些人过
意不去，要塞钱给她，她反而不
乐意，“我闲着也没事，给谁做不
是做，也用不了啥东西。”每次，
老人都这样说。

“以前眼睛好，差不多每年
都要绣上四五百个香包，送给左
邻右舍，幼儿园的小朋友。现在
眼不行了，一年也只能绣一二百
个。”郭巧莲笑着说。

有时为了绣一个图案，老
人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家里
人担心她的眼睛受不了，也怕
她累着，起初反对她做香包，但
老人趁着家里没有人，就做上
几个，时间长了，家人只好由着
她去，但条件是“不能让自己累
着”。

郭巧莲说，现在手工做的香
包越来越少了，很多年轻人做出
来的香包形状不好，多是因为针
线活不够精细以及裁剪不到
位。“先用硬纸板或者报纸，剪出
自己想要的形状，如圆形、三角
形、桃形等；再按照硬纸板的形
状剪下相对的两片布，用线将三
边从反面缝合，留下一边；最后
翻过来，塞入棉花和香料；将最
后一边缝合，再加上珠子、线绳
等装饰物品即可。”郭巧莲道出
了做香包的关键步骤。

另外，香包里的香料也是非
常重要的。“机器做成的香包，里
面都是化学香精，对身体不好。”

郭巧莲所用的香料都是她去药
店里精挑细选的，“要有檀香、八
角、茴香、麝香、苍术、甘草、艾
草、肉桂等十几种中药，才能起
到杀菌提神、增强免疫力的效
果。”

不但做香包，还行善
据市志愿者协会会长周俊

范说，老人一直没有间断过参与
公益活动，虽然老人成为该协会
的志愿者才半年多的时间。

几年前的汶川地震、雅安地
震、玉树地震，老人在得到消息
后，都在第一时间赶到民政部
门，捐款 1000元、700元、500元
不等。

2000年前后，郭巧莲和家人
在河南城建学院承包食堂，学校
里有四五个学生家庭比较贫困，
得知这一情况后，老人与这些学
生联系，让他们免费在食堂吃
饭。

来自哈尔滨的刘清繁就是
郭巧莲曾经资助的学生，她不但
让刘清繁在食堂免费吃饭，而且
遇到天冷时，她还会为其买棉
衣，“刚开始给孩子的是旧衣服，
后来考虑到孩子大了，就给他买
新衣服。”遇到寒暑假，学生放
假，她还会给刘清繁一些钱做路
费让他回家。

刘清繁毕业后，每逢过节，
都不忘给老人打来电话，问候老
人，和她聊聊家常。

郭海鹏的老家在汝州，和郭
巧莲是老乡。郭海鹏上高三时，
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巧莲得知其
家庭情况非常困难，便主动要求

帮助这个孩子。从此一直到郭
海鹏大学毕业，每年开学时，老
人都要给他2000元钱，“我也没
有太多钱，尽力而为。”老人说。

正是在老人的帮助下，郭海
鹏顺利大学毕业，目前在泰国工
作。就在今年春节期间，为了感
谢老人的帮助，郭海鹏给老人寄
回两万元钱，结果老人分文没
留，反而以郭海鹏的名义将其捐
了出去。

“我姥姥和我母亲从小就对
我说，只有做个善良的人，别人
才会尊重你。我老了，用钱的地
方不多，还是将它捐给需要的人
吧。”老人说。

“前段时间，我们去叶县、郏
县、宝丰等地看望贫困孩子，老
人也去了，而且还给孩子带去了
书包、跳绳、衣服及自己为他们
做的沙包等。”周俊范说。

在老人的影响下，老人的子
女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去年，
她的子女还参与资助贫困大学
生活动。

老人想将手艺传承下去
老人有3个子女，“他们忙，

也没时间学这东西，我担心这
手艺失传了。”郭巧莲说，正是
出于这种担心，她想将这门手
艺传下去。市志愿者协会得知
此事后，专门在协会办公室为
郭巧莲调配了一间房子，让老
人教喜欢这些东西、又有耐心
的年轻人。

“上午9点到下午5点，只要
你有时间，又想学习这门手艺，
可随时来。”郭巧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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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考 押题密训化学
物理

（鹰城2016大型中考系列专题讲座最后一场）

汇聚中考名师 助力鹰城学子 专家临考解密 押题猜题解疑
超长课时，冲刺理化满分，为能力与未来而战！

密训时间：2016年5月28日（周六）上午7：40-12：40
前100名送最新高一数学、物理教材及中考理化秘籍各一套

□记者李霞 通讯员王璐

本报讯“太谢谢你了，真没
想到我们这个心愿这么快就实现
了。”昨日，在卫东区五一路街道
康复街社区居民慕玉河、彭春霞
夫妇的家中，慕玉河从该社区在
职党员手中接过两个包装精美的
保温水杯时，不住地道谢。

据了解，今年40多岁的慕玉
河、彭春霞夫妇没有工作，是该社
区的低保户。2011年，慕玉河外
出打工时，因突发脑血栓留下后
遗症导致行动不便，丧失了劳动
能力，每天都需要服用中药，一家
人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举步维艰。
为了维持生计，妻子彭春霞只得
外出打零工养家，但由于中午无
法回家，因而迫切需要一只保温
杯用来盛放每天早上熬好的中
药。

前段时间，在日常走访过程
中，康复街社区了解到了慕玉河
一家人的困难和需求后，便将这
个心愿挂在了社区的“心愿树”
上，并同时将信息发布在了社区
组建的党员微信群里。该社区在
职党员孙要乾看到后，立即与社
区取得联系，主动认领了这一“微
心愿”，特意买来水杯为夫妻俩圆
梦。

据该社区有关人士介绍，为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2015年
以来，康复街社区通过在社区种
下“心愿树”、在庭院开设“微心
愿”意见箱等多种方式，广泛征集
辖区困难党员群众、空巢老人、外
来务工人员等家庭的“微心愿”，
并积极做好与在职党员的信息对
接，只要是符合实际且具有可操
作性的，都会积极想办法帮助“心
愿人”圆梦。截至目前，共圆梦
73个“微心愿”，帮扶辖区困难家
庭30余户。

巧手老太做香包 只送不卖好有爱

在职党员帮忙
社区居民圆梦

郭老太正在教大家制作香包。
郭老太制作的精美孝鞋。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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