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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新华区湛北路
街道文园社区在市区公园北街
汇金时代广场院内举行了“粽香
端午 情暖四邻”迎端午包粽子
活动，市口腔医院送来了 1 袋

（25 公斤）糯米，市九中送来了
两袋糯米。市青少年宫及辖区
物业公司等共建单位也积极派
工作人员参与其中。活动期间，

社区还组织辖区单位和居民举
行了拔河、跳绳比赛，奖品就是
大家包的粽子。湛北路街道纪
工委专门邀请辖区书画爱好者
何振伟现场给大家免费创作书
画作品。社区还为辖区30多户
孤寡老人、困难党员家庭等送去
节日慰问品。

（牛超 李佳乐）

●昨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
的包粽子比赛在湛河区高阳路
街道利民社区举行。比赛总共
分 5 个组，每组五六个人，在规
定时间内，包的最大、造型最好、
数量最多者获胜，奖品是社区提

供的精美香囊等，参赛者各自所
包的粽子也可以带回家。比赛
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将打包好
的鸡蛋、粽子等礼物送到辖区 6
位困难居民和困难党员家里。

（范丽萍）

●昨天上午，新华区湛北路
街道朝阳社区与市干部休养所
联合举行了“品味端午 与爱同
行”迎端午活动，组织辖区高龄
老人、年轻党员志愿者和热心居
民等40余人，讲述有关端午节的

故事，绘彩蛋、缝香包、包粽子。
当天，社区专门给疫情期间向社
区捐款捐物的热心居民尹玉兰
送去了粽子、香包和彩蛋。辖区
12户特殊家庭也收到了社区送
来的“爱心粽”。 （牛超 李佳乐）

●昨天，我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手工刺绣传承人郭巧莲通过
市志愿者协会向宝丰县前营乡
敬老院捐赠 108 个手工刺绣香
包、57条夏凉被及粮油等，为孤

寡老人送上端午祝福。据市志
愿者协会会长周俊范介绍，今年
75岁的郭巧莲是该协会年纪最
大的会员，多年来积极参与公益
活动，受到广泛好评。（杨元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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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拿着一个太阳花形香包，右手拿着针线来回翻飞，一串串细密的针脚为花朵镶上了一条金边。然
后，把彩色珠子和流苏缝缀到香包上，用手指把线绾一个结，拿剪刀剪掉线头，郭金花高兴地说：“又做好一
个！”老人把香包拿在眼前细细地欣赏着，满眼笑意。

61岁的郭金花家住新华区光明路街道长青社区。退休后，她酷爱缝香包，每逢端午节总会把自己缝制的
香包送给亲朋好友和街坊四邻，为大家送去浓浓的关爱和温暖。

巧手做香包 端午送邻里
六旬老人做香包上瘾，老年生活乐陶陶

●昨天上午，在湛河区马庄
街道华西社区党群活动中心，该
社区工作人员把提前准备好的
糯米、蜜枣、粽叶等摆放在桌子
上。居民自发聚在一起包粽子，

送给为社区防疫工作作出贡献
的卡点值守人员和志愿者。当
天，社区工作人员还为辖区孤寡
老 人 和 困 难 户 送 去 了“ 爱 心
粽”。 （杨元琪）

郭金花制作的香包各式各
样，有网红款“真棒”，有长命锁、
如意、元宝、葫芦、荷花……个个
精巧别致，让人爱不释手。

“做香包可不容易，先要琢磨
造型，再画版、选料、制作，中间可
多讲究。”说起做香包的过程，郭
金花神采飞扬，娓娓道来，“我每
次画版，都是先用白纸画，再剪出
自己想要的形状，然后用硬纸板
定型。再按照硬纸板的形状剪裁
面料，缝合，最后绣上花或缀上珠
串、流苏、亮片等装饰品就完工
了。”

“有时做一个香包，要反复画
版、试验十几次才能做好。像这
个香包挂饰，我就琢磨了半天。”
她拿出两个带有“福”字和“喜”字
的香包，下面垂着珠子和流苏，非
常漂亮。“这是两个姑娘找我定做
的，我花了两天时间才做出来，越

看越喜欢。”郭金花笑容满面。
“我经常在网上看别人做的

香包，尝试做些新款。最近我还
学会了网购，买了好多布料、珠子
等。”说着，她打开放在阳台上的
一个衣柜，里面满满一柜子的绸
缎、棉布……她选购一二十种中
草药制成香料包，芳香四溢，且能
提神保健、防蚊驱虫。“每做出一
个满意的香包，心里特美，觉得一
天没白过。”郭金花开心地说。

“她做香包都上瘾了，昨天中
午只顾着做香包，连饭都忘了
吃。”郭金花的老伴儿在一旁嗔怪
道。

香包做多了，郭金花的手艺
日益精湛，很多人慕名找她定制
香包。她也会把自制的香包拿到
和平路步行街等地去卖，碰到特
别喜欢的人就免费赠送。“一个在
饭店打工的小伙刚交了女朋友，

问我香包能不能送给女朋友。我
告诉他古人就是把香包当成爱情
信物相互赠送的，当时就送了小
伙一个，希望他有情人终成眷
属。”

上周，长青社区举办“端午传
统文化节”活动，郭金花现场教居
民缝制香包。她还把自己做的香
包带到社区，分发给居民，赢得一
片赞叹。“郭姨做的香包，比机器
做的都漂亮，大家喜欢得不得
了。”长青社区党委书记王燕红啧
啧称赞。

郭金花说，小小香包寄托着
人们的爱意和美好心愿，自制香
包既传承了传统民俗文化，还让
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乐
趣。在她的影响下，妹妹妹夫也
爱上了缝制香包，她不满4岁的小
孙女也对香包有了深厚的兴趣。

“希望我的手艺可以传承下去。”

做香包上瘾，晚年生活好快乐

一头酒红色头发，鼻梁上架
着一副宽边眼镜，身穿一件红色
短袖衫，一脸灿烂的笑容。郭金
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
多。

家里的小阳台是郭金花的工
作室，桌上放着剪刀、线团、大小
不一的缝衣针，旁边的架子上挂
着绳子、流苏等。地上的盒子里
装着各式各样的珠子、蝴蝶、花朵
等饰品。屋子里有股淡淡的香草
味，沁人心脾。

“一缝起香包来，啥烦心事都
忘了。”6月21日上午，郭金花一边

看着电视剧，一边缝香包，怡然自
得。

郭金花说，小时候每逢端午
节，母亲总会缝一些香包让她和
弟弟妹妹佩戴。“母亲在香包里放
些艾叶、雄黄、薄荷等香料，说香
包能避邪驱瘟，防蚊驱虫。”郭金
花十多岁时，就跟母亲学会了缝
香包。自己结婚有了孩子后，她
每年都为孩子们缝制香包。“这就
是爱的传承。”她说，把自己缝的
香包送给亲人朋友，传递的是一
份关爱和情谊。每年端午节，她
都做些香包送人。

一双儿女成家后，郭金花也
退休了。“没事干，可难受。守着
儿子，老想闺女。”老人说，女儿在
贵阳医科大学教学，并在那里结
婚生子。晚上想闺女睡不着觉，
索性起床做香包。她把对女儿的
思念一针一线缝进了香包里，每
年端午节前夕，总会把自己精心
制作的香包寄给女儿。“闺女把香
包送给同事们，他们都好喜欢。”

郭金花说，她一有空就做香
包，越做越喜欢。香包做得多了，
便拿出去卖。“我和老伴儿都有退
休金，也不图赚钱，就图个开心。”

缝香包几十年，一针一线全是爱

昨天，一位市民走在刚刚完工的环保步道上。当天，总长约
2600米、宽4.5米的环保步道在市区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西南
区建成并对市民开放。环保步道采用透水混凝土铺设，路面喷有
双色装饰漆，不仅美化了园区环境，也给前来休闲健身的市民增添
了舒适感。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环保步道 闪亮登场

昨天，在市园林绿化中心动物园的天鹅湖里，黑天鹅与锦鲤相
互嬉戏，共同觅食。动物园主任张建国说，去年7月初，他们尝试着
在天鹅湖中放养了百余条锦鲤，经过精心管护，黑天鹅与锦鲤逐渐
接受了对方，每天朝夕相对、形影不离。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水中觅食 和谐共处

郭金花展示两个带有“福”字和“喜”字的香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