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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武汉，烈日炎炎。在武汉市硚口区
汉中街道长寿社区的小凉亭里，杨桂芝额头上
冒出了汗珠，但仍然麻利地踩着缝纫机脚踏板，
将针线穿过布料，再缝上一粒扣子，不一会就改
好了裤腰。杨桂芝将它递给了居民王先生，王
先生接过裤子试穿后十分满意，连连称赞道：
“改得真好，还不收钱呢！”

65岁的杨桂芝退休前是一名踩了半辈子缝
纫机的老裁缝。近8年来，她发挥自己的技能特
长，坚持以无偿或低偿的形式为辖区老年人、特
殊困难人群提供缝纫、裁剪、打扁等服务，现在
的她已是长寿社区的“专职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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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长寿社区的小巷深处，映入眼
帘的是一座绿荫笼盖的凉亭，杨桂芝几
乎每天都会正坐在中间忙碌着针线活，
亭檐上“长寿社区服务点”几个大字非
常醒目，下面还写上了杨师傅的电话。

杨桂芝虽已是六旬老人，但手指异
常纤巧，坐在缝纫机前的她不时伸出手
调整衣物位置，跟随脚踏板的节奏，让
每一针都准确无误地穿过布料。缝纫
机、锁边机、剪刀，都是陪伴她三十年的

“老伙伴”。杨桂芝的观察非常细致专

注，如果有一根线稍微歪了一点，就立
马拆掉重新开始。一番忙活下来，衣服
被缝补得十分完美，无论线头还是线
尾，都处理得细致而老道，乘凉的群众
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干活。

据了解，杨桂芝在 80 年代曾在老
家黄陂跟随裁缝师傅学习手艺，最初学
缝纫是考虑“赚点谋生的钱，也能帮身
边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忙”。结婚后，会
裁缝活的她便帮衬公公在汉正街的服
装批发生意，公公去世后，杨桂芝开始

在硚口的大街小巷流动摆摊做裁缝维
持生计，裁缝活一干就是三十余年。

2017年左右，杨桂芝带着精湛的缝
纫手艺和乐于助人的心，搬到了硚口区
汉中街道长寿社区，尽管早已过了退
休年龄，闲不住的她依然决定每天出
摊做裁缝活。起初杨桂芝还和之前一
样采取流动摊位的方式，每天把五十
多斤的机器搬到路边、空地、小区楼
下，一天下来并不轻松。后经长寿社
区工作人员的指引，杨桂芝的服务点

就在小区巷子里的凉亭中常驻了下
来，缝纫机也固定摆放在了凉亭里，不
需要搬来搬去。

此后，除了中午偶尔小憩，每天早
上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杨师傅都会守
在摊前为居民热心服务，哪怕有事情耽
误了，接到居民电话后也会马不停蹄地
加班帮助居民缝补衣物。平均每天缝
补一二十件衣物，看到老年人和困难群
众来找她缝补得多，杨桂芝便也产生了
为困难居民免费缝补的想法。

六旬大妈，8年“爱心缝补”路

老裁缝杨桂芝的服务点在街坊邻
里的口口相传以后，客源更加源源不
断。搬来长寿社区前的老顾客、顾客们
的亲戚和朋友，更有四面八方慕名而来
的新顾客都会来杨桂芝这里缝补衣物
或者制作新衣。“做得最多的就是贴身
穿的睡衣，大家都说老裁缝手工定制的
睡衣穿着才舒服。”杨桂芝说，“顾客有
金银湖的、武昌的、汉阳的，不少人专门
搭车来找我补衣服或者做衣服。”

曾经有老顾客带着几千元一件的
贵重衣物专程找到杨桂芝缝补，顾客表
示，他只知道杨师傅手艺好，给别的裁

缝缝补他不放心。也常有顾客对杨桂
芝说，像她这样的老裁缝越来越难见到
了，想又好又快又便宜地缝补衣服越来
越不容易。除了中老年人，顾客中也不
乏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在他们眼中，找
老裁缝做新衣、补旧衣，反而成了一种
新奇的体验。

老裁缝渐渐少了，许多社区的烟火
气渐渐淡了。但在长寿社区，缝纫机旁
的杨桂芝总是面带笑容，伴着机器的嗒
嗒声，将针线中的烟火气永远留在了老
社区里，永远留在了每一位受她帮助的
居民心里。 据极目新闻

精湛裁缝手艺坚持半生

“不打扁、不熨烫、耗时在十几分钟
以内的活，我都不要钱，如果是有困难
的人，不管是什么活我都不愿意收钱。”
这是杨桂芝的收费标准，即使是需要收
费，她一般也只收五六元钱。来到长寿
社区近 8 年来，她发挥自己 30 余年工
作中习得的技能特长，坚持以无偿或低
价的形式为辖区老年人、特殊困难人群
提供缝纫、裁剪、打边等服务。考虑到
小区内的残障老人行动不方便，杨桂芝
就一一记下他们姓名住址，一有空就亲
自把免费缝补好的衣物送上门。

“因为大家都是相识很多年的街

坊，她做缝补的活就很少收钱，经常义
务劳动。”长寿社区居民翁秀娣说，“她
做得又好，寄取又方便，我们大家都很
感谢杨师傅的服务点。”

杨桂芝的服务点也离不开丈夫的
默默支持，因为她裁缝工作繁忙，丈
夫退休后便经常帮她帮忙打理家务，
闲时还会在家里帮忙把衣物熨烫好
后再送回服务点。这对热心的夫妻
还义务承担起了凉亭的清洁工作，扫
帚就放在缝纫机旁，没事的时候这扫
扫、那扫扫，为乘凉的居民提供干净
整洁的环境。

无偿或低偿缝补，街坊邻里好评不断 不少人专门搭车来找着补衣服或者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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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即将开始，谈及接下来的打
算，邓女士说，她还是希望孩子能够重
返校园，多学习一些知识。她和爱人文
化程度不高，早年外出务工，在江浙一
带奔波谋生，饱尝生活艰辛的他们更加
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所以也一再劝说
孩子能够重新回到校园学习，但目前孩

子仍旧不愿意。
邓女士称，家长已经多次劝说，但

孩子坚持己见，她和家人也尊重孩子
的选择，只希望孩子能够身心健康就
好。谈及摆摊，邓女士直言，这是体力
活和辛苦事，平时风吹雨打，日夜颠
倒，也不稳定。为此，她希望儿子小沈

明年能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至少不
用这么辛苦。

记者注意到，在视频评论区，还有
不少家长留言称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孩
子不愿意学习，向邓女士“取经”，对此
邓女士给出的建议是：坦诚沟通，做好
引导。 据大皖新闻

17岁男生退学摆摊10天毛收入万元引热议

日前，一段“安徽17岁男生退
学摆摊10天赚一万元”的视频在网
上走红并引起热议。9月1日，记者
对话男孩家长邓女士。邓女士介
绍，本意是因为孩子不想上学，家里
想通过摆摊让他体验“生活的苦”，
从而更加珍惜学习机会，不料孩子
乐在其中。邓女士也坦言，视频火
了之后，给她带来了烦恼与困惑，未
来她还是希望孩子能重返校园，但
也会尊重个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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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该话题走红网络源于8
月 27 日一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
段视频，配文称“不愿意上学了，给他弄
了一辆车子，10 天卖了 10000 元，高兴
得不得了，不吃上学的苦，要吃生活的
苦”。视频中，一名男生驾驶着炸货餐车
行驶在街头。视频发布后，很快引发了
关注，点赞量突破百万，评论量也超过16
万条，有人点赞支持，也有人认为多学习
才是长久之计，网民们议论纷纷。

“就是随手拍的一段视频，没想到在
网上火了。”9月1日，视频发布者邓女士
告诉记者，她是安徽省五河县人，如今一

家人住在苏州吴江区，平时在相邻的浙
江嘉兴摆摊。视频中的男生正是她的儿
子小沈，今年17岁，初中毕业后，进入了
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厨师。今年暑
假，小沈突然告诉家人，他不想继续上
学，想跟着父母摆摊。见孩子态度坚决，
邓女士便给小沈找了一辆二手三轮车，
让孩子去摆摊卖炸货。

“我的本意是想让他体验‘生活的
苦’，从而更加珍惜学习机会。”邓女士
说，没想到事与愿违，摆摊后小沈乐在其
中，每天下午4点多出摊，一直要忙到凌
晨两三点，10 天就卖了一万元，干劲十

足。于是他拍了一段视频发到网上，原
本是记录生活，没想到意外火了起来。

邓女士告诉记者，作为家长，从本
心而言，她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多读书、
长见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为此，她
也多次跟小沈沟通，但孩子态度坚决，
有自己的想法。对于网上不同的声音，
邓女士表示，她并不提倡其他孩子和家
长效仿。

此外，该话题走红后，“10天赚了一
万元”的说法也引发一定的争议，邓女士
解释称，这一万元只是毛收入，并非纯收
入，这一数据在行业内也并不鲜见。

原本想让孩子体验“生活的苦”，结果事与愿违

未来还是希望孩子重返校园，但尊重个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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