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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 感受中国年味》后续

巧手奶奶爱学习 想把手艺传下去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张玲玲

在市区交通路与马路街
交叉口附近，有一位摆摊卖
各 式 手 工 鞋 和 鞋 垫 的 老 奶
奶 ， 她 头 发 花 白 、 背 部 佝
偻，却笑容灿烂。她卖的手
工鞋和鞋垫不仅做工精细，
价格也实惠，不少市民亲切
地称她为巧手奶奶。近日，
记者来到老奶奶家中，对她
进行了采访。

10多年前随子女来漯河

老奶奶名叫黄景莲，今
年 78 岁，老家在平顶山市，
目前跟随子女在我市兰乔圣
菲小区居住。近日，记者来
到兰乔圣菲小区打听黄景莲
老人时，小区的门卫、保洁
和一些居民都知道她。

“这个老奶奶手巧里很，
人也好。”“我们家的鞋垫都
是 从 她 那 拿 的 ， 纯 手 工 缝
制，好穿不贵。”小区两位居
民告诉记者。

来到黄景莲家中时，她
正在用缝纫机做鞋垫。黄景
莲告诉记者，中学毕业后，
她进入平顶山市汝州一家钢
铁厂工作。“当时钢铁厂成立
了一个卫生院，我就当了一
名护士。”黄景莲回忆说，刚
当了3个月左右护士，她就被
抽调到打字室工作。

“虽然没有用过打字机，
但我很快就上手了。”黄景莲
说 ， 她 不 管 学 什 么 都 学 很
快，也十分喜欢学习新的东
西。因为工作认真负责，她

被 提 拔 为 工 会 主 席 。 再 之
后，钢铁厂解散，她又被分
配到一家公社任妇联主任，
直到退休。10 多年前，子女
相继在漯河成家立业，黄景
莲也来到漯河生活。

心灵手巧 爱做针线活

记者看到，在黄景莲家
的阳台上，放着做鞋子用的
鞋样、布头、针线等材料。

“这是我一层一层地用糨糊刷
的，留着做鞋垫。”黄景莲翻
着阳台上成沓的白色厚布向
记者介绍。

在黄景莲家里，记者也
见到一些还没来得及拿出去
卖的鞋垫和鞋子。鞋垫一针
一线，全都是黄景莲亲手缝
制，上面还有小金鱼、树木
等图案。鞋子有虎头鞋、气
眼棉鞋、梅豆角鞋、一脚蹬
鞋、松紧口鞋等。

“这种鞋子适合刚会走路
的宝宝穿，这种金鱼鞋适合
刚 满 月 的 宝 宝 ， 你 看 多 可
爱。”黄景莲拿着几双鞋向记
者 说 ， 金 鱼 鞋 是 她 走 亲 戚
时，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穿，
就买了鞋样回家学着做。她

只要在外面看到有精巧的手
工活，总是想尽办法自己学
会。而在生活中，她也是个
留心人，看到好看的布头等
都会收集起来。

“有一次女儿家的床要扔
掉，我发现包床头的布颜色
十分好看，便将布剪下来做
成鞋面，那些鞋一拿出去就
卖光了。”黄景莲说，很多布
平时专门去买都买不到的，
所以得处处留心。

想把手艺传下去

采访中，黄景莲说，自
己的孩子都很有出息，她也
不缺钱，将自己做的东西拿
出去展示，就特别的开心和
有成就感，所以她卖的价格
也不高。

黄景莲家里有两台缝纫
机，一台是她自己的，另一
台是她女儿结婚时买给女儿
的陪嫁。黄景莲笑着告诉记
者，她女儿对手工活并不怎
么热乎，一直都是她在使用。

采访中，黄景莲说：“鞋
垫、鞋子的做法有很多，这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
的宝贵财富，希望有人愿意
学习将手艺传下去。”

在外出摆摊时，每当有
人对黄景莲的手艺赞不绝口
时，她也都会诚恳地表示，
可 以 免 费 无 偿 教 对 方 如 何
做。

“不过没人来找我学，最
多有四五十岁的人会问问我
做 法 ， 她 们 说 回 去 自 己 试
试。不过我的鞋样她们可是
没有的呀！”黄景莲笑着说，
她也曾多次劝家里的年轻人
学，但家人都不太愿意学。

“欢迎有人来找我学习，
我真希望这门手艺可以传下
去，不然真是可惜了。”黄景
莲说。

黄景莲在做鞋垫黄景莲在做鞋垫。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实 习 生 李 潘

2 月 11 日上午，来自 28 个
国家的外国留学生，乘坐花车
游览市区，向市民拜年、问
好，中午还参加了干河陈村一
位村民的婚礼，对中国的传统
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乘坐花车游览市区

2 月 11 日上午 9 点半，40
多名外国留学生走出下榻的宾
馆，乘坐花车从河上街景区出
发，开始向市区巡游，花车队
伍一路经过泰山路、黄河路、
辽河路、海河路、黄河广场等
地，所到之处，引来市民阵阵
欢呼。外国留学生们坐在花车
上，用汉语向市民齐声问候：

“祝漯河人民过年好！”“祝大家
新年快乐！”不少市民也纷纷驻
足和外国留学生们打招呼。

花车队伍在昌建广场稍作
停留，一些外国留学生还坐上
了儿童车，在这里玩耍起来，
引得不少市民围观。在黄河广
场附近，一些市民和外国留学
生进行了交流，市民张阿姨笑
着说：“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
漯河。”留学生们挥着手说：

“谢谢你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2 月 11 日，外国留学生们

还集中到神州鸟园进行游玩，
和游人互动，通过交流，深入
了解漯河的风土民情。来自越
南的范团方告诉记者，通过深
入沟通，算是对漯河有了一个
基本的了解，今后也会多宣传
漯河，推介漯河。

参加新人婚礼

当天中午，干河陈村为外
国留学生们增添了一个别致的
环节，请他们参加村民郑光耀
和王奕堃的婚礼。花车巡游活
动后，外国留学生们来到金凤

凰大酒店四楼宴会厅，婚礼现
场已经布置完毕，宾客也已经
到齐。

中午12点钟，婚礼正式开
始，外国留学生们也非常激
动，他们临时为婚礼策划了一
些节目，女生们还戴上了花
环。等待新娘入场时，外国留
学生分列在通道的两旁，用胳
膊架起一个“幸福通道”，新娘
王奕堃和父亲顺着“幸福通
道”入场，外国留学生们纷纷
鼓掌。

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外国
留学生们登台用中文祝福这对
新人，并合影留念。不少留学
生非常激动，一直观礼到最
后，他们不停地拍照、录像，
还主动参加现场的互动小游戏。

“第一次参加中国的传统婚
礼，感觉很好，和我们国家的
婚礼有很大不同，婚礼仪式很
多环节也很有意思，我们都看
得入了迷。”孟加拉国的凯瑞告
诉记者。

巴基斯坦留学生诺玛说，
巴基斯坦的婚礼要进行三四
天，但中国的婚礼一天就结束
了，通过婚礼对中国民俗文化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请外国留学生参加婚礼是
临时加的节目，28个国家的留
学生对我们进行祝福，我感觉
挺幸运的。”新郎郑光耀说，外
国留学生们都很活泼开朗，他
们的到来，给婚礼增添了不少
魅力。

乘坐花车游览市区
参加婚礼感受幸福

外国留学生在花车上向市民打招呼。

□本报记者 杨会枝
范子恒

2月10日上午，市民张雅
兰将一面写有“感谢人民好
警察 助人为乐新风尚”的锦
旗送到了市交警支队秩序管
理示范大队黄河路昆仑岗辅
警孟炜琪的手中，感谢她把
生病的外祖母及时送到了医
院救治。

据了解，2 月 7 日晚 6 点
多，孟炜琪在执勤时发现一
位老奶奶站在机动车道上，
精神恍惚，看上去随时可能
摔倒。见此情形，孟炜琪赶
紧走了过去，没想到老人一
把拉住了她的胳膊，带着哭

腔说：“闺女，我感觉可不舒
服，头可晕……”孟炜琪把
老人搀扶到路边，和同事沟
通后交接了工作，马上带老
人去了沙北医院。

通过交流孟炜琪了解到，
老人叫吴玉凡，今年73岁，子
女都已经成家，她和老伴住在
交通北路附近。当天因为手机
欠费，她就出门去交话费，没
想到迷路了，心里一着急，血

压升高开始头晕，迷迷糊糊走
到了马路中间。

在医院候诊时，孟炜琪
一直陪在吴玉凡老人身边，
并给她的家人拨打电话说明
情况。老人的家人随后赶到
了医院。

2月10月，张雅兰告诉记
者 ， 她 外 祖 母 还 在 住 院 治
疗，她代表全家来送一面锦
旗，表达深深的谢意。

迷路老人身体不适
热心辅警送医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