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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眼中，竹子只是一种
绿色植物。然而，对于 66岁的
李能干来说，竹子却是宝贝：自
10 岁起学习竹编，他一直与竹
为伴，享受着竹编带来的快乐。
3月 13日，记者采访了李能干，
听他讲述自己与竹编的故事。

竹编制品很漂亮

3月13日上午，在市区祁山
路南段，一位老人骑着三轮车，
载着筐子、花篮、果盘等各种竹
编制品。老人刚将三轮车停在路
边，就有几位路人走上来，询问
这些竹编制品的情况。“这个是
果盘吗？好漂亮呀！”“这是你自
己 编 的 吗 ？”“ 这 些 东 西 卖
吗”……“这都是我自己编的，
你们喜欢的话可以便宜卖。”老
人开心地说。

老人叫李能干，66 岁，老
家在舞阳县孟寨镇，目前跟着儿
子住在市区民主路。

一名市民想要一个锅刷，但
嫌锅刷上的竹子太粗。李能干听
后，左手接过锅刷，右手从车里
拿出一把黑色铁刀，对准锅刷上
的竹子切下去，劈成了两半。动

作娴熟、刀法利落。几分钟过
后，锅刷上的粗竹子都变细了。

“这把刀是我10岁时找铁匠
打的，算下来已经陪伴我 50多
年了。”李能干感慨地说，“当时
打这把刀时，我还在向一位编织
师傅学手艺，每天去师傅家里学
习劈竹子和编织技术。其实，当
时只是看师傅怎么劈竹子，自己
在心里默默地学。因为竹子需要
掏钱买，劈坏了就无法使用了，
所以师傅从来不让我下手劈。”

50多年从未间断

当了四年多学徒后，李能干
开始自立门户。“虽然看了几年

师傅劈竹子，但自己下手时，根
本掌握不好劈竹子的力道和窍
门，劈出来的竹子厚薄不一，许
多根本就没法用。”李能干说，
经过认真思索和慢慢摸索，他逐
渐掌握了劈竹子的技术。“现在
给我刀和竹子，根本不用看，闭
着眼睛我都能劈出想要的厚度。”

李能干说，几十年来，这把
铁刀的宽度已经被磨掉了约5厘
米。即使这样，铁刀的重量依然
还有近两斤。不过，在李能干手
中，这把铁刀就像被施了魔法一
样，轻盈、灵活。“不只劈竹子
技术高，我经常摸索新的编织花
样，看着新创作的成品，可有成
就感了。”李能干说。

记者注意到，李能干的手指
上有几处被竹子划破了皮。“这
都是家常便饭，干这活儿，咋可
能没有小伤？”李能干笑着说。

“每天和竹子打交道，一辈
子也靠竹编谋生。”李能干说，
虽然目前已经不需要他再做竹编
养家，但竹编已经成为他生活的
一部分，每天没事就坐下来编一
阵子，有时在卖竹编的路上也会
编上一会儿。“现在出来卖这些
竹编制品，更多的是向年轻人介
绍这种手工制品。子女们也都不
愿意学，我真怕这手艺后继无
人。”李能干说。

10岁开始学习竹编 与竹为伴56年

玩转竹子铁刀 编出幸福生活

李能干李能干

本报讯（记者 齐 放）
3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许，市
民李女士专程赶到 100路公
交场站，将印有“公交精神
正能量 捡还失物德高尚”
字样的锦旗送给公交司机李
郁文，表达她对李郁文的感
激之情。

李女士告诉记者，3月
8 日上午 10 时 40 分许，她
在市区交通路南段的大荆庄
公交站下了公交车后，转坐
出租车，然而因为行李多，
把随身挎的背包落在了公交
站台旁。

幸运的是，李女士坐出
租车走后， 100 路公交豫
LG0519 车长李郁文驾车行
至大荆庄公交站。

李郁文发现，公交站台
旁有一个女士背包，路边有

两个人准备把背包捡走。
李郁文当机立断，停稳

车后急忙下车，箭步冲过
去，把背包拿到手中。

李郁文对附近的群众
说：“请记下我的车号，如
果有人来找包，让他到我们
的公交场站领取。”

李郁文上车后，将背包
放在车前醒目位置便于失主
认领。

车辆到站后，李郁文把
背包交给了调度室的工作人
员。大家打开背包，发现内
有现金6000多元，3张身份
证、多张银行卡，以及各种
单据资料等物品。

大约十多分钟后，失主
李女士用电话联系了公交场
站。半个小时后，李女士拿
回了丢失的背包。

乘客落下背包 众人接力归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