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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1月 14日上午，家住市区建设路东
段福苑小区的陈爱连老人吃过早饭就
开始忙着做香包。十几年来，她坚持手
工制作绣球、长命锁、小动物等形状各
异的香包。

精巧香包惹人爱

陈爱连今年83岁，满头银发，精神
矍铄，眼不花，除了耳朵有点聋外，身体
还算硬朗。她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
熟悉的人都竖大拇指。

1月14日上午，记者来到陈爱连老
人的家时，她正斜靠在床头绘制老虎香
包的样板图。只见她略加思索，拿起铅
笔在一张硬纸上画了起来。不一会
儿，一只活灵活现的老虎跃然纸上。

“前一阵儿，重外孙吵着要老虎香
包，我准备给他做一个。”

记者注意到，陈爱连卧室的飘窗
台上放着她的“百宝盒”，里面装着丝
线、珠子、亮片、布头、香料……这些
东西都是老人做香包用的工具和材
料。

陈爱连打开衣柜，一股中草药
味扑鼻而来，让人顿觉神清气爽。
衣柜里的衣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
香包，绣球、鹦鹉、小马、五彩菱角、
福袋……一个个香包针脚细密、色
彩鲜艳，样式大方喜庆。“香包里面
装有苍术、白芷、香排草等中草药，
具有祛风散寒、除湿等功效。”陈爱
连说，做一个简单的香包少则一两
天，但做绣球这些复杂的香包，有画
图、剪样、粘贴、上丝线、装香料、挂吊

坠等步骤，制作一个得半个月左右。

“就喜欢做针线活”

“我年轻时就喜欢做针线活。”陈爱
连聊起往事来了精神。几十年前，她老
伴儿从部队转业到平顶山市工作，他们
全家在市区落户。夫妻二人加上5个
子女的生活仅靠老伴儿一人的工资，总
是捉襟见肘。勤劳的她开始学做衣服，
渐渐地，成了远近有名的裁缝。“那个年
代商品成衣很少，大多数衣服都需要手
工做。”后来，她不再出摊做衣服，可还
有一些顾客大老远找到她家让她做。
就这样，她一做就是几十年。

之后，5个子女相继成家立业，她

老伴儿退休，两位老人过着衣食无忧的
生活。可她闲不下来，帮着子女照顾孙
辈，给孙辈做棉衣。“俺孙子从小到大
都是穿俺妈做的棉衣呢！”陈爱连的二
女儿宋彩平说，母亲年纪大了，他们姐
弟几个不想让她太劳累，可她不乐意。

十几年前，陈爱连和老伴儿逛书
店时，看中了一本《女红工艺》，里面
有做各种香包的方法。她爱不释手，
买回家后只要有空就拿出来翻看，还
跟着学做香包。“刚开始做香包就是
想有点儿事做。”陈爱连说，每年端午
节前，她总是做一些送给孙辈。有亲
戚、朋友看到了，也来讨要。看到大
家喜欢，她就会多做一些。

“我孙子在上海上大学，放假回
来给他老师和同学带几个绣球过去，
大家都可喜欢了。”陈爱连自豪地说。

宋彩平的朋友姚春英说：“阿姨
做的绣球喜庆又好看，我们挂在家里
做装饰呢！”

“有人愿学我就教”

陈爱连的老伴儿多年前去世，爱
清静的她没有和子女一起住。她自
己能做饭、洗衣服，有空时在家追剧，
还经常看一些养生类的书籍，把生活
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两年俺妈腿疼、胳膊疼的老
毛病犯了，我不让她洗衣服，有时候
她还偷偷洗。”宋彩平说，他们姐弟几
个人不放心老人独自一人住，经常过
来看望，还帮着洗衣、做饭。

见母亲喜欢做香包，退休在家的
宋彩平从网上给老人买来布料、珠
子、亮片、红绳等材料。陈爱连做的
香包造型从简单的元宝、葫芦到复杂
的十二生肖、长命锁、绣球等都有。

时间长了，家里的香包积攒了不
少。端午节前，宋彩平把香包带到湛
河堤上或附近家属区摆摊售卖。“绣
球和十二生肖特别抢手，不过，卖的
没有送出去的多。”宋彩平笑言，她们
姊妹几个的经济条件都不错，把香包
拿出去卖，主要是为了哄母亲开心，
也体现一下她做香包的价值。

“缝制香包是一门传统手工艺
术，只要有人愿学我就教。”陈爱连
说，其实快乐很简单，把香包送给别
人，让别人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很
开心。

陈爱连：

巧手做香包 传承老手艺

□记者 王春生 文/图

本报讯 1 月 11 日，在市区矿区
文化宫，当书法爱好者梁克先展出
自己的书法作品百米长卷时，众多
参观者无不啧啧赞叹（如图）。梁克
先耗时两年多，用毛笔创作了 40 多
万字的楷书作品《四书五经》。

今年已是 82 岁高龄的梁克先
家 住 市 区 胜 利 街 西 段 ，是 中 国 平
煤 神 马 退 休 职 工 ，喜 爱 书 法 和 文
学。几年前，他参加国内中老年人
书法比赛，相继获得首届金鹤杯全
国中老年书画大赛铜奖和全国第
六届中国梦想杯书画大赛银奖。

近几年来，梁克先先后尝试抄

写了《千字文》《三字经》《道德经》
《离骚》等古文。前年，他决定抄写
《四书五经》，今年初终于抄完。

“一笔一画细斟酌，一黑一白练真
功。一纸一笔藏世界，一字一句悟人
生。”梁克先说，书法抄写古文，给他带
来了很大的乐趣，抄完《四书五经》后，
他还将抄写数十万字的《史记》。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平板电脑里有很
重要的学习资料，幸亏高铁 1 号
线的公交车长帮我找回来了。”1
月 14 日上午，市民小郭提起装
有平板电脑的背包丢失后被市
公交三公司的公交车长李晓甜
捡到并及时归还的事情，特别
感激。

1 月 12 日下午两点多，小郭
从平顶山西站乘坐高铁 1 号线
到市体育村附近站点下车时不
慎将装有平板电脑的双肩包遗
落在公交车上。等她坐上另外
一辆公交车时才想起来背包丢
了，心急如焚的她急忙下车并
拨打了市公交公司的热线电话
寻求帮助。小郭的求助很快就
得到回复，她的背包已被送到
市公交三公司办公室妥善保
管。

原来，高铁 1 号线的公交车
长李晓甜驾驶车辆运营至终点
站后，对车辆检查时，发现了遗
落在座椅上的背包。她当即将
背包上交到公交三公司办公
室。求助当天下午，小郭就顺
利领回了失物。

平板电脑遗失
公交车长归还

家有一老

82岁老人创作40多万字楷书百米长卷

陈爱连在缝制绣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