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开始制作香包只是送
给亲朋好友，后来我的独家香
料调制出来后才开始卖，但我
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完全是
出于兴趣。有时候碰到特别喜
欢香包的孩子，我也会送给他
们一个。”郭金花说，儿女们总
是劝她别太劳累，但是她酷爱
做香包，一直不愿意清闲下来。

邻居李卫平说：“每年端午
节前，郭金花碰见楼下的老人
和孩子，都会送上一个自己做
的香包。今年疫情期间，她还
把自己缝制的香包送给了整栋
楼的邻居们。”

“做香包时，她一坐就是

半天，我在家做好后勤保障。
尤其是她的妹妹郭九，这么多
年一直陪着她做香包、卖香
包，她心里特别感激。”郭金花
的丈夫尚长水说，因为疫情，
远在贵州医科大学工作的女
儿已经两年多没回来了。儿
媳妇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
医院工作，也特别忙，前段时
间去支援吉林抗疫。那段时
间，郭金花在家坐卧不安，很
是担心，只能用做香包来排解
思念和担忧。

目前郭金花制作的香包种
类已有几十种，因为做工细、香
味好，有了不少固定的顾客，曾

有一位老顾客连着3年都在她
这里定制香包。“现在眼神不比
以前了，缝制一个香包得花费
好长时间。之所以做个不停，
是不想让这个手艺失传。”郭金
花说，前几年她还收了徒弟张
保社，现在已经出师了。

郭金花最大的愿望就是等
到疫情过去了，到江苏徐州贾
汪区马庄村拜访制作中药香包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秀
英老人，让她指导一下自己制
作香包的技艺。“端午节延续了
几千年了，我相信缝制香包的
手艺也会代代相传下去，只要
能做得动，我就不会停止。”

只要能做得动就不会停止

郭金花小时候经常看着妈
妈做香包、衣服和鞋，久而久之
就学会了。2004年底，郭金花
从平煤神马集团退休。别人跳
舞、唱歌、打麻将，她都不喜
欢。后来，看到大街上有人卖
香包，她就重拾手艺，每年端午
前自己动手缝制。每做出一个
香包郭金花都特有成就感：“这
香包看似简单，真正做起来并
不容易。”

做香包前，郭金花会对作
品进行整体构思，然后绘制出

纸样，再搭配合适的布料。缝
制的过程中还涉及色线的搭配
及针法等细致的工序。在香包
基本缝制完成后，要在不显眼
的位置留下一个小口，把配制
好的香料塞进去。最后再给香
包配挂各种色穗，色彩要协调
美观。一个香包做下来有十几
道工序，一天下来能做六七
个。现在，她又创作了大型号
的香包。

“最难做的还是绸缎面料，
边缘特别容易抽丝，每次缝制

之前都要先处理一下。”郭金花
指着一个正中间有福字绸缎面
料的香包说：“这个香包定型比
较难，劲儿扯大了，福字就歪
了，香包也就废了。”

郭金花的香包最特别的
是里边的中草药。为了能起
到防蚊虫和提神醒脑的作用，
她不止一次求助老中医，反复
调试药材比例，试验了几个月
后，含有白芷、艾叶、薄荷等10
多种中草药的香料终于被调
制出来。

一个香包十几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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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老人郭金花：

巧缝香包传技艺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退休后我也没有什么爱
好，就喜欢缝制香包，这些都
是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6月
1 日下午，在市区晶珠路与新
建路交叉口附近郭金花老人
家中，一股淡淡的药草香味弥

漫开来，她戴着老花镜、手拿
一 根 特 制 针 正 在 缝 制 大 香
包。郭金花身旁放着琳琅满
目的香包，有长命锁、荷叶、生
肖、荷花、葫芦、福等系列。

今年 64 岁的郭金花自小

就有香包情怀，退休后，她重
拾手艺，一做就是15年。她制
作的香包造型与众不同，做工
细腻、色泽鲜艳，尤其是香包
里特配了防蚊虫和提神醒脑
的中草药，很受大家欢迎。

□本报记者 刘蓓

6 月 2 日 上 午 11 点
20 分，在市区劳动路与
五一路交叉口南侧的襄
县小吃店，马红军正在
查看一大锅用羊骨熬制
的奶白色汤底，妻子李
萍月将洗净的香菜、小
葱切碎放进盆中。马上
到饭点了，两人为中午
迎客忙碌着。

小吃店只有 10 平方
米，看起来很不起眼，但
羊汤的香味飘散在街头，
离老远都能闻到。“这锅

羊汤可是我的‘秘密武
器’！”马红军笑着说，这
锅老汤他熬了 20 多年，
小店的味道全靠它。马
红军和李萍月在我市开
小吃店已有 20 多年，目
前，他们在向阳路买了房
子，儿女也在市区上班上
学，一家人其乐融融。经
历这几年的疫情，马红军
夫妻俩从迷茫到淡定，这
次我市疫情得到迅速控
制，更坚定了他们将小吃
店开下去的信心。

经历疫情从迷茫到淡定

我 今 年 52 岁 ，妻 子
李萍月今年 53 岁，我们
是襄县人，一开始来平顶
山就是开小吃店，卖羊肉
汤、羊杂可、烩面等。最
早的店在市区开源路与
优越路交叉口，由于长时
间站立，2010 年我的腿出
现问题，多站一会儿就疼
得不行，后来去医院做了
个小手术，现在走路还有
些不便。

手术后，我和妻子商
量着缩小店铺面积，就搬
到这个 10 平方米左右的
小店。我们俩每天早上 6
点 起 床 ，来 店 里 打 扫 卫
生，熬羊汤，卤烧鸡羊杂
等。早上陆陆续续就有
来吃饭的客人，晚上一般
忙到夜里 11 点左右才回

家。前些年小吃店生意
很不错，一天能卖一两千
元，凭借这个店，我们在
市区买了套小房子，供应
一双儿女上学。

2020 年春节，我们第
一次因为疫情停业了一
个多月，当时心里特别没
谱，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
结束，心里特别焦急却无
可奈何。这几年疫情反
反 复 复 ，我 们 停 业 又 复
工，复工又停业，经历了
几次之后，也没那么害怕
了。今年5月初我市出现
疫情，5 月下旬我们就重
新营业，政府相关部门对
疫情控制得这么快、效果
这么好是我们没想到的，
这让我们更有信心好好
做生意。

给志愿者做饭比赚钱更有劲儿

今年 5 月 7 日，在五
一 路 街 道 康 复 街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的 号 召 下 ，我
和 妻 子 加 入 了 志 愿 者
行列。

康复街社区的疫情
防控点就设在小吃店南
边，我们俩每天早上 6 点
就 来 到 疫 情 防 控 点 值
守 。 中 午 和 晚 上 ，我 们
就在店里给志愿者下烩
面 ，免 费 给 他 们 提 供 午
饭、晚饭和茶水，直到 5
月 19 日解封。解封后，
街道还给我们送来了荣
誉 证 书 和 感 谢 信 ，我 觉
得特别自豪。

在当志愿者的这段
时间里，每天都很忙碌，
看着街道工作人员舍小
家 为 大 家 ，我 只 想 尽 自

己 的 一 份 力 ，让 疫 情 赶
紧 过 去 。 心 里 有 目 标 ，
干起活儿来一点都不觉
得 累 ，我 感 觉 给 志 愿 者
们做饭比卖饭赚钱还有
劲儿呢！

小吃店 5 月 20 日恢
复 营 业 ，不 过 收 入 比 以
前 下 降 了 不 少 ，现 在 每
天 只 能 卖 五 六 百 元 ，客
人们大部分都是附近的
老顾客。这次出现疫情
后，我思想也有了转变，
虽 然 生 意 不 好 做 ，但 还
是 要 坚 持 下 去 ，开 这 个
小 店 不 图 赚 大 钱 ，能 顾
得 住 家 里 的 开 销 就 可
以。我和妻子都很期待
疫 情 能 彻 底 消 失 ，到 那
时 候 ，我 们 的 生 意 肯 定
会越来越好。

小吃店老板马红军：

心里有目标
干活更带劲儿

郭金花展示做好的香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