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刊部电话：2388252
[社会大观]2023年10月19日 星期四

五、六版责编：郝忠慧 组版：文波 轶敏 校对：若阳 小伟 宝安6

柞水县曹坪镇东北部的九间房村，位于
三县交界之处，历来民风淳厚，群众和善。
白露刚过，暑气渐褪，我们来到文公岭南坡
的九间房村，只见一块块玉米田丰收在望，
一座座民房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整个村落
显得格外静谧。

沿着蓝葛路向南走 600 多米，公路左边
一座三间瓦房映入眼帘，远远看见一位妇女
正搀扶着一位双手拄拐的老人往回走。她们
就是周应芳和任彩霞婆媳俩。

任彩霞是土生土长的九间房村人，20
多年前嫁给同村的芦青锋，婚后育有一子。
芦青锋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和地里的活路全
靠任彩霞操持。10 年前，任彩霞把年老多
病的公婆接来同住，肩上又多了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

走进正堂，右手边靠里的厢房内，左边一
个土炕，右边一张床，上面铺着整齐干净的被
褥，床单上的朵朵小红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
得格外红艳。任彩霞说，公公在世时喜欢睡
土炕，而婆婆爱上火，喜欢睡床铺，所以他们
的房间既有土炕也有床铺。

6 年前，公公因病去世，为了夜里照顾
婆婆方便，任彩霞就搬到土炕上睡。这间
小屋里的土炕与床铺，见证了婆媳间的亲
情与温暖。

“家里全凭媳妇操持，我才能安心在外打工，这也是我妈的福气！”
谈到家里的情况，芦青锋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婆婆周应芳今年 74 岁了，视力、腿脚都不好，又患有糖尿病，衣食住
行都要任彩霞照看。“我年轻时家里子女多，吃了不少苦，现在身体不行
了，全靠儿媳妇照看。”提到儿媳，坐在轮椅上的周应芳一边说着一边拍着
任彩霞的手，眼里充满幸福的光芒。

“我现在出门时，不管远近，首先要解决好婆婆的吃喝问题。”任彩霞
说。不论是去种地还是到镇上买日用品，她都要算好时间账，要是外出超
过 4个小时，就要委托邻居送一回饭，照看一下；不管出门多远，当天必须
要赶回家。

2018 年 4 月的一个夜晚，任彩霞和往
常一样照看着婆婆睡下。半夜时分，任
彩霞想问婆婆喝水不，连喊了几次都
不见答应，起身发现婆婆居然不
会说话了，赶紧找人把婆婆连
夜送到市医院。幸亏发现得
及时，患有糖尿病的婆婆并
无大碍。自此以后，每晚
临睡前任彩霞都要伺候
婆婆吃一碗饭，这样她才
睡得安心。

“任 彩 霞 为 全 村 群
众 树 立 了 一 个 榜 样 ，我
们通过组织村民向孝敬
典型学习，引领全村群众
形成尊老孝亲、厚养薄葬
的良好风尚。”九间房村党
支部书记吕道杰说。

任彩霞连续两年被村上评
为“最美好儿媳”，她孝敬公婆的
事迹在村里广为流传，人们看在眼
里，也“烙”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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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迎来难得的晴天，我再次走进
商州城南的三十里铺。

沿着流峪河谷上溯，天空湛蓝无比，
满山树叶微黄，温度恰到好处，心里无比
沉醉。走进岔子岭脚下，穿过邢家岭，拐
进范家沟，幽静的山谷一派丰收的景
象。金黄的玉米穗子或编成一堵墙，或
串成一大串，一位农妇舞动着连枷，有节
奏地拍打着场院里晾晒的黄豆秆，一颗
颗金黄的豆子在豆秆之间蹦蹦跳跳，“啪
嗒啪嗒”的连枷声像美妙的音符。透过
硬朗的身姿，可以想象到她年轻时能干
的模样。

沿着平坦的水泥路缓缓前行，路畔
金黄的菊花、火红的高粱迎风摇曳着，谷
底清澈的溪水溅起欢快的水花，发出淙
淙的声响，让山间多了几分活力。

民 居 都 建 在 沿 河 两 岸 的 坡 根 ，白
墙 灰 瓦 ，原 始 古 朴 ，被 金 黄 的 树 丛 包
围 着 。 转 过 一 个 弯 ，眼 前 豁 然 开 朗 ，
一位老人在逆光中走来，白发苍苍但
步履坚定、神态安详。听一位同学说
过 ，范 家 沟 多 数 人 姓 范 ，此 地 为 流 峪
河 源 头 ，原 来 是 个 行 政 村 ，如 今 并 到
了中心村。

从中心村向北，钻进一条陡峭的山
谷，水泥路两边是繁密的栗子树，叶子被

秋风染得金黄。用脚随便拨拉几下路边
的落叶，滚出不少毛栗子。

右折爬上山梁，崖边高大的栎树散
发着金灿灿的光芒。回望磨沟岭，高大
雄伟，绿中带黄，流岭腹地层林尽染、美
轮美奂的景象快要拉开序幕了。

翻过一个山垭，一块盆地卧在山
间，土地平坦，屋舍俨然，道路如带，绿
树环绕，如同梦中的世外桃源。此地
名叫岩上，是中心村的一个村民小组，
林木茂密，非常隐蔽，战乱年代曾是躲
土匪的好去处。

来到一户人家门口，两位老人热情
地迎了上来。男主人姓田，今年已经
80 岁了，当了 50 多年小组长，老伴也
70 多岁了。

老人告诉我们，岩上大部分人家都
姓田，原来有 160 多口人。这些年，出门
打工的人多，留在家的都是些老年人。

“岩上环境清净，空气好，孩子们从大城
市回来都不想走了。”田老自豪地说。

秋 到 三 十 里 铺
本报通讯员 袁石军

皮艺，是个小众的爱好。如果不是认识了陕西交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西镇分公司镇安管理所的李俊，我们就没
听说过还有人喜欢这个玩意儿。

一

出生于 1993 年的李俊，是土生土长的镇安县永乐
街道人。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参加工作，用他自己的话
说，“从来没感觉人生有什么大起大落，日子平淡得就像
穿城而过的河水”。但是，皮艺让他沉浸其中，感受快
乐，感悟人生。

李俊对皮艺的爱好，得从上大学时说起。大学的生活
是枯燥乏味的，每天“三点一线”，上课、吃饭、睡觉，看起来

忙忙碌碌，却又像进了一个死胡同，时间久了，人就变得麻
木了。这时，他的脑海里时常思考一个问题：生活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呢？直到有一天，他在网络上看见一个手工艺
人做包的视频，那种与生俱来的质感、完美无瑕的线条感、
独特新颖的设计感，深深地震撼了他。他扪心自问：我为
什么不能做这样的包呢？

刚开始学习皮艺，李俊有一些顾虑。作为一个男人，
与针头线脑打交道，他怕别人笑话，只能偷偷在网上看视
频学习。

在网上不停地寻找教学视频，不断地学习再学习、研究
再研究，终于有一天，他认识到：爱好这件事，与别人有什么
关系呢，只要自己喜欢，何必畏首畏尾。于是，他下定决心付
诸实践，买了做包的所有工具和材料，开始了他的皮艺之旅。

二

李俊说，每一个皮包的诞生
都是一段艰难的旅程。要想做好
一个皮包，首先要找到自己喜欢
并且想挑战的款式，选择好皮质
材料，确定颜色以及外形搭配；然
后用 CAD 软件制图，再将图纸做
成纸格，准备好材料并精细裁剪，
制作样本初步成型后，再仔细推
敲修改定型；最后组装各部分连
接件，将托料和皮面进行粘贴定
型 ，仔 细 烫 好 边 线 ，认 真 上 好 边
油，手工缝线，精细打磨，安装五
金。每一只包包都要经历这些繁
复的程序，实属不易。

开始做包包，李俊也经历了一
些挫折和失败，但是他咬牙坚持了
下来。李俊说：“从皮包的 CAD 制
图、裁剪、拼装，托料的使用、打磨、

抛边、上边油以及
缝线，每一个步骤
都是反复多次，效
果不好重新开始，
这是个熟能生巧
的过程。”

他坚信勤能
补拙，克服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终于
做出了理想的包
包。随着一个又
一个皮包制作成功，他的生活重心以
及心性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
多亲朋好友都收到了他的礼物，并得
到了他们的激励和赞赏，这让他更有
动力去追逐梦想。

三

大学毕业后，李俊的职业从高速交警到高速收费员，
现在是镇安管理所安全路产中队的一名巡查员。在这 7
年间，他经历了买房、娶妻等人生大事，无论工作、生活有
多忙碌，他从未放弃过对皮艺的爱好，总是挤出时间，伏案
搞他的皮艺创作。家人担心他的眼睛和颈椎，让他起来活
动一下，他总说：“我喜欢干这个，我不累。”

小伙子不仅工作干得风生水起，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
赞扬，在皮艺制作上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有人问李俊：“你做手工皮包的意义在于什么？”
李俊真诚地说：“手工皮包的意义在于内心的沉淀，

安静地享受那一钉一锤、一针一线带来的成就感。手工
艺人都是孤独者，也是孤勇者，但内心都是丰盈而充沛
的；手工是一种乐趣，越是忙碌越想在手工中获得片刻
的宁静和安慰。”

李俊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你就会发现

做手工一分靠学，三分靠悟，十分靠心。手工艺品之所以
珍贵，是因为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匠人易得，匠心难
练，每一个包都来之不易。

“生 活 是 需 要 做 一 些 减 法 的 ，要 自 觉 地 放 下 许 多
让人忙碌且无用的东西，更从容、更慢、更有空间地做
一 些 有 意 义 的 事 情 。 无 论 是 亲 自 扎 一 束 花 、泡 一 壶
茶、写一段文案，或者画一幅画、看一本书、练一幅字、
做一个包或者其他手工，这个过程本身就像一次心灵
的 修 行 ，与 自 然 对 话 ，与 自 己 对 话 ，与 生 活 对 话 ，面 对
最 真 实 的 内 心 与 自
我 ，感 受 其 中 的 安 静
与余韵。它能带给你
的 不 仅 是 生 活 的 乐
趣 ，更 多 的 是 修 身 养
性，感恩生活，从而更
好地生活。”李俊说 。

爱爱 好 皮 艺 的 年 轻 人好 皮 艺 的 年 轻 人
本报通讯员 吴 婷 郑金诺 杨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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