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根细铁丝，一只彩色丝袜，能够做出一件什么样的手工艺品？6月20日下
午，非物质文化遗产绢花的传承人胡凤用她娴熟的手艺，让记者相信了丝袜也
可以很精彩。 登封播报 刘弋楚 文/图

心灵手巧 善于创新
走进67岁老人胡凤的家，刚进家门，

记者就被眼前所见惊呆了。牡丹、玫瑰、
白玉兰……映入眼帘，朵朵逼真，瓣瓣鲜
艳，插在瓷瓶里就和真花一模一样。

“做绢花需要的材料很简单，一根
铁丝、一只彩色丝袜、一把剪刀、一些彩
线就够了。”胡凤说，先把铁丝弯成圆
形，然后将铁丝两头绞合拧在一起。将
选好颜色的丝袜包在钢丝外面，末端用
线系牢，用剪刀剪开，剪得比花瓣稍大
一点即可，然后将多个花瓣用绿色的胶
带缠绕在一起，做成花萼的形状。最
后，用胶带将铁丝包起来，做成花枝。
将一朵朵做好的花用胶带固定到花枝
上，就完工了。

胡阿姨边做边介绍，六年前的一
天，她在洛阳路边一家花店看到别人用
丝袜做花，一打听才知道是手工绢花，
于是就自己买了一本书细细琢磨、一次
次反复地动手演练，当手指慢慢磨出厚
厚的茧子，胡凤的手艺也学成了。

享受过程 愉悦心情
在和胡阿姨交流的过程中，她的身

边时常会围绕着一帮她的“粉丝”，发出
这样的赞叹：“手真巧啊！”“花真漂亮！”
每当这个时候，胡阿姨就会笑得非常开
心。2009 年，她的手工绢花被评为登
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多人都慕名向
她学习编花技术，胡凤总是乐此不疲地
将技术传授给大家。截至目前，胡凤已
经教会了800人。

几年下来，胡凤已经记不清做了多
少绢花，有的组装成大的花篮，有的则拼
凑成小的花束。她说：“我特别享受做绢
花的过程，每一个造型的构想、花瓣的布
局及颜色的搭配都会让我入迷。”

红袖章义务巡逻保市民安全
近日，有一群佩戴着红袖章或身穿制

服、手拿防暴棍的特殊人群穿行在登封市
大街小巷。烈日下，他们挥汗如雨，为登
封市市民安危保驾护航，他们是嵩阳办事
处成立的义务巡逻队。“看到有居民家的
门窗没锁好，或者有可疑人物在小区游
荡，我们提醒住户严加防范。”临近晌午，
在登封市嵩阳办嵩山村，三名佩戴红袖章
的义务巡逻队员到村庄巡视安全。

据悉，义务巡逻队是由嵩阳办辖区的
网格人员、治安积极分子、平安志愿者以
及老干部等群体组成的。除了义务巡逻
队，嵩阳办还组织派出所民警、办事处巡
防中队到安防力量薄弱的背街小巷，开展
不定时的巡查，以此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意
识。 登封播报 付晓文

孩子打闹 好友说笑
夏夜太美 我不敢看

随着夏季的渐热，背靠大山的登封越
发引得周围人的喜爱，每天傍晚时分，一
辆辆私家车开向登封市马庄路边，百米长
的道路两旁，每隔五米一个烧烤摊，三五
好友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谈天说地，繁
华的景象犹如市区的夜市。

6月20日晚上，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
到马庄路边自助烧烤，刚刚结束期末考试
的孩子们，在路边吃得津津有味，饭饱后
在马路边追逐打闹，家长坐在路边一边说
笑，一边不时地抬头看看玩耍的孩子，嘴
角露出幸福、满足的表情。“选择在这里烧
烤，主要是离山近，空气凉爽，有路灯不需
要照明，离市区近来往方便。”每星期都要
来此处烧烤的刘先生说，自从来过马庄烧
烤后，别的地方再也不想去了，夏天的夜
晚，在此地用此方式度过，够过瘾。
登封播报 刘俊苗

市直二幼召开暑期安全家长会
随着暑假的到来，登封市市直二幼为

了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安全无忧的假期，
全园组织家长召开暑期安全教育会议。

“由于幼儿园的孩子年纪太小，没有安全
意识，所以必须在放假前，给家长传授幼
儿安全注意事项。”市直二幼园长郑丽媛
说。

暑假是幼儿安全事故高发期，火灾、
溺水、车祸等意外事故经常发生。会议上
发放了《2014年暑假致家长的一封信》，并
要求幼儿家长作为监护人应履行自己的职
责，家长配合幼儿园切实做好孩子的安全
教育和监管,提出了对幼儿安全度假的要
求,同时就如何确保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做
了重点强调，要求家长加强防范意识，做到
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
登封播报 刘俊苗 通讯员 范玉红

登封好人郑州街头斗歹徒
近日，一些媒体、网络报道《郑州一的

姐被劫持遭捅伤 的哥率众堵住行凶男》
一文，该报道中的的哥是登封市平安出租
车公司的司机王洪宙，今年43岁。

据的哥王洪宙讲，6 月 18 日晚上，他
与车主苗女士一起从登封送一名乘客去
郑州，夜里 11 时 30 分，下了高速公路，行
至一个十字路口时，一辆出租车按着喇叭
突然超过来挡住去路。“当时是红灯，我放
慢了车速，这辆车超车以后司机一直在摆
手，我觉得不对劲就与那辆车并齐，却看到
一名男子正用胳膊死死勒住女司机的脖
子，女司机冲我不停地摆手呼救，说车上有
人抢劫。逼停这辆车后，我和乘客一起下
车，下车后得知歹徒手中有刀，就一直与其
周旋，并赶紧向过往司机求助。后来围观
的人越来越多，我与在场群众趁机将歹徒
制服，浑身是血的女司机挣脱男子逃下了
车。”随后，民警也闻讯赶来。

“我觉得路见不平就得管，别人有困
难，应该伸把手帮一帮。”王洪宙说。
登封播报 胡建邦 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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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死皮、修指甲、上药膏……”6
月 21 日，现年 37 岁的周师傅正在店里
忙着给客人修脚。而这一套既繁琐又
熟悉的动作，在他的生活中，每天都在
重复上演着。和大多数夫妻档的店铺
相似，周师傅和爱人吕女士也共同经营
着小店生意。提及当下生活，周师傅满
怀笑容。“妻子体贴入微，持家有方，孩
子听话懂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来客人了，赶紧倒点药水。”在周
师傅的催促下，爱人吕女士麻溜儿起
身，快步走到后厅，不大一会儿，便端
出一盆药水放在客人脚边。每天早晨
6 点，吕女士起床做饭送孩子，周师傅
忙里忙外打扫门店，迎接顾客。提及
年轻能干的爱人，周师傅心里充满感

激。“起初开店生意冷清，我一度灰心
丧气，如果不是有她一直在身边加油
鼓劲儿，难关真就过不了。”而最令他
心疼的是，妻子长时间给客人按摩脚
背，手上磨出了不少血泡、茧子。“我总
是劝着她少干点，多休息。可他又心疼
我太累，脏活累活都包了。”说到此处，
周师傅满心愧疚。

周师傅十年前到洛阳学习修脚手
艺。妻子在家务农操持家务。自从三
年前在登封市开了小店后，夫妻二人带
着孩子便生活在此。“除了每年农忙时
节回老家，其余时间都守着小店。”被问
及现在的生活，妻子吕女士说：“夫妻平
平淡淡才是真，我现在就很满足。”
登封播报 付晓文 文/图

修脚师的幸福经：平平淡淡才是真

胡凤正在编花

“戗剪子、磨菜刀嘞。”近日，登封市
嵩阳路一条小巷子里高亢绵长的吆喝
声，唤起多少人悠远的回忆。走街串巷
磨刀的行业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渐渐淡
出人们的视野，这一声穿透时空的叫
卖，引得多少人感叹时光变迁。

循着吆喝声望去，一位老人肩背一
条板凳，上边挂着磨刀石、毛巾、水等磨
刀所需的工具。据了解，该老人名叫李
军（化名），今年70多岁，家住登封市石道
乡，退休后因一个人在家无事可干，就拾
起了磨刀的手艺，这一干就是20年。“主
要是出来转转，放松心情，锻炼身体。”李
军老人说，多数人磨刀和剪子都不够锋
利，刀具上的缺口磨不掉，而自己刚好凭

着这点手艺，为有需要的人做点贡献。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非常孝顺，
他们希望我在家休息，但是我觉得我有
能力养活自己，还是自食其力好，再说磨
刀这种传统手艺我舍不得丢掉。”

李军老人每天走在登封的各个街
道，有时候也去乡镇和周边县市。“好久
没有听到这种吆喝声了，年轻的时候磨
刀匠倒是经常从家门前过。”今年40多岁
的袁女士陷入了年轻时光的恍惚之中。

“本来家里的这把刀准备扔掉了，但是今
天碰到了磨刀匠，就舍不得扔了。”袁女
士说，“看着这即将消逝的行业，内心感
触颇深，很感谢他们演绎在自己年轻的
生活中。”登封播报 刘俊苗 文/图

走街串巷传统手艺磨刀人
吆喝声声唤回年轻好时光

磨刀人正在磨刀

丝袜做“绢花”
千姿百态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