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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5年捐出数百件毛衣
82岁“织女”程玉兰：

让没有冬衣的
孩子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杨林

她们职业不同、年龄各异，却都以“织女”自称；2006年至今，她们亲手编织的毛衣，不仅捐赠给
青岛市的新市民子弟学校、残联，还被寄到汶川地震灾区、贵州偏远山区，给那些没有过冬衣物的孩
子送去温暖……6日，记者采访了“青岛爱心织女团”中年龄最大、织毛衣最多的程玉兰女士，听她讲
述了“织女”的故事。

现年82岁的程玉兰说，当年“青岛爱心
织女团”创始人王臻提出组建“织女团”的
想法时，她是第一个响应的。2006年12月她
去报社办事，正好碰见王臻在和记者讨论
建立“青岛爱心织女团”的想法。原来通过
网络和报纸看到一些孩子没有过冬衣物的
消息以后，当时还是4岁孩子母亲的王臻被
深深触动，再加上当时得知上海已经在全
国率先建立了“爱心织女团”，王臻组建青
岛“爱心织女团”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当时
程玉兰就向王臻表示，如果建团，她一定会
参加。

2006年12月24日，“青岛爱心织女团”正
式成立，后经过媒体的呼吁和报道，近30位
热心市民入团，成员从三十几岁的年轻妈
妈到八十多岁的老人都有。程玉兰回忆说，
刚建团不久，毛线来源成了大问题。为此

“织女”们只能从自身做起：拿自家的废弃
毛线或者半新的毛衣，拆出毛线洗洗用。由
于毛线来源不稳定，经常因为毛线不够用
而耽误时间，2006年织的数量并不多。

媒体的后续报道帮助织女团解决了毛
线来源的问题。程玉兰介绍，建团以后，几
家报纸和电台、电视台对“青岛爱心织女
团”进行了连续报道，也向青岛市民呼吁捐
献闲置毛线。现在每月来自全市的爱心毛
线已经足够用，“就盼着能快些织”。

组建“织女团”

她第一个响应

“现在织完一件就想着下一件，不敢停，
因为还有很多孩子等着毛衣。”程玉兰指着她
存起来的8件毛衣告诉记者，今年最后一次捐
献已经在9月30日结束，她仍然每天不停地编
织，这样明年春天会有更多的毛衣捐献给孩
子们。

“我织的这个样式的毛衣，孩子们穿的时
候胳膊不受限制，会比较舒服。”程玉兰介绍，
每件毛衣的颜色搭配都费了一番脑子，织的
每件毛衣都得好看才行，有时织好了，她还会
穿上在镜子里看看。程玉兰说，她在编织每一
件毛衣时都选用粗毛线、织得厚一些，因为她
考虑到薄毛衣对这些孩子来说用处不大，厚
的更暖和一些。

怕孩子受冻

织毛衣不敢停

为了织毛衣，程玉兰把自己得
生活安排得很简单。程玉兰说，为
了织更多的毛衣，她生活中“怎么
省事怎么来”。上午她去听一些健
康讲座，中午去超市买些吃的，下
午休息，织毛衣一般安排在晚上。
每天晚上，程玉兰都看着电视织毛
衣到两点才休息。虽然2008年车祸
后，程玉兰受伤的右臂植入了钢
板，但这没有影响她织毛衣的速
度，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在织毛衣
的速度和年轻时完全一样，5天左右
就能织出一件毛衣。”

毛线来源越来越多，再加上时
间充足，程玉兰每年编织毛衣的数
量都在翻新。记者了解到，2010年，
程玉兰编织了52件毛衣，今年到目
前为止已经捐献了44件，8件已经存
起来等待明年捐献，而且程玉兰仍
在不停地编织。从2006年到现在，程
玉兰已经捐出了数百件毛衣。

心系青岛医疗

最想去新妇儿看看

程玉兰退休前是青岛市妇幼
保健院的护士长，她退休后，也一
直关注着青岛妇幼保健事业。程
玉兰说，她1949年从老家沈阳来
到青岛，青岛解放后，由于有在沈
阳高级残校学习的经历，程玉兰
被安排到当时的市民医院工作。
市民医院是日本人留下的医院，
产科、小儿科和妇产科分散在老
青岛的3个地方，程玉兰选择了产
科。

“过去我们的市民医院信誉
非常好。”程玉兰介绍，当年在市
民医院都得半夜去排队挂号，比
买戏票还难。50年代，市民医院撤
掉内科，和青岛市妇婴保健院合
并，改名为青岛市妇幼保健院，并
迁到铁山路10号。后来青岛市妇
幼保健院与儿童医院合并，成立
了今天的青岛市妇儿医院。

听说新妇儿医院搬到洪山坡
以后，程玉兰每天都通过收音机、
报纸收集新妇儿医院的消息，得
知“新医院都快忙不过来了”，她
表示自己一定要抽空去医院看
看。

程程玉玉兰兰在在织织毛毛衣衣。。 张张晓晓鹏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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