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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郭桂兰

巧手扮生活 越活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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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玲玲 于文博

剪纸、绣花、裁衣服，对于这三样
手艺，会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但对今
年 83 岁的郭桂兰来说，这些都不在话
下，样样信手拈来。同时，她也用这些
手艺丰富了生活，为每天的日子增添颜
色。12月11日，记者来到市区舟山路与
海河路交叉口附近一小区，采访了心灵
手巧的郭桂兰。

心灵手巧 用绣花为生活添彩

在郭桂兰家中，有一个普通的塑料
袋被她视为宝贝，里面装着十多种五颜
六色的线和绣花用的“撑子”。

“这些都是我绣花用的，这些线是有
讲究的。”说着，郭桂兰把深浅不一红色
线和绿色线分成两部分，“这些红色的用
来绣花瓣，绿色的用来绣叶子，有深有
浅是为了让绣出的花瓣和叶子更逼真，
颜色有个过渡。”

而绣花用的“撑子”，已经陪伴郭桂
兰30多年了。与市场上售卖的塑料制和
竹制的“撑子”不同，这对“撑子”外
面裹了一层布，摸起来里面是软的。

“以前我在老家，邻居拆房子时废弃
的铁皮，我捡回来一段，在外面缠了一
层布，自己做了一对‘撑子’。比起竹子
和塑料做的，我这个撑子买都买不来，
用着可得劲儿了。”郭桂兰说。

采访中，郭桂兰找来一块白布，向
记者展示起绣花。

“先在布上画出大样，今天就画个莲
花吧。”郭桂兰边说边用“撑子”把白布
夹起来，然后拿起笔娴熟地在画布上画
了一朵莲花。不到2分钟，一朵栩栩如
生的莲花就画好了。

“按照花瓣和绿叶，把不同颜色的线
绣上去，一朵莲花就成了。”郭桂兰说，

“过去，布的花色单一，枕头罩、衣服、
围裙、孩子的罩衣上，都要用绣花装
饰。尤其是办婚事，床单、手绢上都要
绣花，乡亲们都来找我，我就帮忙给他
们绣。现在，绣得少了，基本上都是在
小孩衣服上绣花。”

“前两年，俺妈给我儿子小宝做的肚
兜和围嘴上都绣的有花，特别漂亮，现
在已经小了，但我不舍得扔，那绣花买
都买不来，而且现在会手工绣花的太少
了，我准备收藏起来，给下一辈用。”郭
桂兰的儿媳说。

生活中练出好手艺

郭桂兰家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剪纸
作品，上面有人物、花卉等，栩栩如
生，格外引人注目。这些剪纸是郭桂兰
前亲手制作的，主要是为了渲染喜庆的
氛围。郭桂兰没有专门学习过剪纸，都
是在生活中一点点学会的。

“以前家中条件不好，家里窗花什么
的，都是自己剪。先看看别人怎么剪，
回来再自己剪，一开始剪得不好看，慢
慢剪的多了，也就熟悉了。”郭桂兰说，

“以前，有人结婚的时候，需要在盆子上
贴花儿，我会帮她们剪一些莲花和石
榴，祝福新人早生贵子。”

一边和记者聊天，郭桂兰一边找来
家中的红纸，现场完成了一副剪纸作
品，四个小人手拉着手，正在跳舞，小
人的脑袋、身体、胳膊、腿等清晰生
动，整个作品充满了欢庆和生机。

“其实剪纸和刺绣都是在学做衣服的
时候顺便学的。”郭桂兰说，17 岁时，
她开始自己做衣服，由于手艺精巧，很
多人都来找她帮忙。有一年冬天，她曾
为40多名同村的孩子做了棉袄。直至今
天，她依然会为孙子做衣服。

“这些手艺都是在生活中学会的，也
是兴趣，做好后送给别人，看他们高
兴，我也很高兴。”郭桂兰笑着说。

↑郭桂兰为刺绣作品画草图。
←郭桂兰的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特别感谢齐女士，帮我找到了
迷路的奶奶，也谢谢在朋友圈转发消
息的网友。”12 月 12 日下午 3 点，市
民闫先生激动地说。

12月12日中午，一条在微信朋友
圈转发的消息牵动不少市民的心。

“紧急寻人：今天上午一名老人出门
未归，身着红色棉袄，戴红色帽子，
本地口音……”

闫先生告诉记者，12月12日上午
8 点，他奶奶告诉家人出门买菜，到
了10点多，他奶奶一直没有回家，家
人出门寻找未果，他便在微信朋友圈
发了一条寻人启事。

正当一家人心急如焚地在街上寻
找时，闫先生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
在河堤见到一位老人，跟朋友圈转发
的寻人内容很像。经过对方描述，闫
先生确定正是他的奶奶，便急忙赶往
河堤。

当天，记者联系到了这位好心人
齐彤。据她介绍，当天中午 1 点半，
她上班途中，发现太行山路沙河桥北
岸河堤西侧 300 米处，有一位老人扶
着围挡站着。“因为中午刚在朋友圈
里看过一条寻找老人的消息，我就多
留意了一下。”齐彤说，经过询问，
她未能从老人口中得知其姓名和其他

信息，便赶紧翻出朋友圈的那条消
息，拨打了上面所留的电话。“我向
对方描述了老人的体貌特征，对方说
了一个名字，让我问问老人认不认
识，我刚把这个名字一说，老人就说
认识，我赶紧把地址告诉了对方。”
齐彤说。

“原来我奶奶是迷路了，我没想
到会有这么多网友转发寻人的消息，
真的很感谢，还是好人多。”闫先生
说。

对于闫先生的感谢，齐彤说：
“这都是举手之劳，谁家都有老人，
将心比心。”

热心市民纷纷上前关心迷路的老热心市民纷纷上前关心迷路的老
人人（（左二左二）。）。 齐彤供图齐彤供图

老太出门买菜迷路
网友帮其找到家人

入冬以来，我市气温逐渐走低。近期，我市各大医院儿童患者增多，记者
采访得知，许多患儿为呼吸道感染疾病。图为12月12日，一名医师正在为儿
童做检查。 本报记者 李慧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