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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巧嫂子”
免费教手艺
文/本报记者 邵艺谋 片/本报记者 刘丽

巧嫂子带“活”一个社区
“通过巧嫂子手工艺协会

活动，不仅让居民们学手艺，还
改善了邻里关系。”财源街道大
桥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苏俊广说，在协会内部的学
习和交流让几名原本有摩擦的
居民之间都变得融洽了，一些
相互不认识的居民也逐渐熟识
起来，见面就打招呼，说说上次
的毛衣编得怎么样了。“社区里
有很多独居老人、孤寡老人，她
们也经常到这里来，和大家一
起 说 说 话 ，比 在 家 里 闷 着 强
啊。”苏俊广说。

据了解，目前大桥社区将巧
嫂子手工艺协会作为一个社区
特色来培养，居委会专门腾出一
间办公室作为活动室。居民们也

不用端着小板凳坐在小区空地
上做活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天气下雨或是冷，随时都能见到
面，学得着。”杨晓波说

“像巧嫂子这样的手工艺协
会，在财源街道还是头一个。”泰
山区财源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站
长金利民告诉记者，手工艺制作
作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已经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协会将社区中
的能人巧匠集中起来，再教给那
些需要学习的居民，既能让居民
学到一门手艺，也给邻里之间提
供交流的平台。“一个经济、互
助、惠民的平台在协会的作用下
诞生，能让整个社区气氛都‘活’
起来。”金利民说。

材料自家带 跟着“嫂子”学
14 日上午，记者来到财源街

道大桥社区居委会，刚踏上二楼
就听见一阵朗朗笑声，这是大桥
社区的“巧嫂子”们在教居民学
剪纸。据了解，在居委会帮助下，
大桥社区成立了巧嫂子手工艺
协会，由十几名技艺精湛的“巧
嫂子”，免费教社区居民各种居
家手工艺活。

巧嫂子手工艺协会活动场
所在大桥社区居委会二楼的一
个房间里，这个面积不到 20 平
方米，但这个没有空调、暖气的

房间却让人觉得格外温暖。在
活动室里，几位社区居民围坐
在一起，各自摆弄着手里的手
工艺品。大家一边聊着家常，一
边忙着手中的活，遇到不会的
地方，旁边的“巧嫂子”就会主
动上前手把手地教。“这就是我
们的‘巧嫂子’，平时有十几名
这样的嫂子们叫我们剪纸、十
字绣和编织工艺，大家在一起
可乐呵了”。一名前来学习剪纸
的居民说。

活动室桌面上摆着各种做

手工艺品所用的材料，针头、毛
线、钩针、做拼花的塑料配件一
应俱全。“这些材料都是大伙从
家里带来的，大家需要什么就用
什么。”巧嫂子手工艺协会负责
人杨晓波说。

在活动室的墙上，挂满了大
家已经做出来的手工艺品，各种
动物形状的剪纸、装在画框里的
十字绣、毛线织的拖鞋、长裙、小
猪摆件和南瓜靠垫，甚至还有一
位百岁老人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金鱼荷包。

有空凑一起 边学边拉呱
“平时在社区里看见会做手

艺活的‘能人’挺多，就想把她们
聚起来，教教其他想学的居民，
同时也能增进邻里关系，活跃气
氛。”杨晓波说起协会成立的初
衷。现在，居民们聚在一起做手
工艺已经有近半年了，协会也已
正式注册成立，这让前来学手艺
的居民们心里有了“谱”。“想学
好手艺就得找正规的好老师
啊。”大桥小区居民熊继香笑着
对记者说。

熊继香口中所说的“好老
师”之一，就是住在离居委会不
远的冯兴云，下岗后的她找了一
份临时工作。平时一有空，冯兴
云就到活动室“驻守”，只要有来
学习织毛衣、绣十字绣的居民，
她就会热情地上前攀谈、手把手
地教给她们各种花式花样。“反
正闲着也是闲着，大家一起学学
手艺、拉拉家常，多热闹啊。”

在活动室，冯兴云又教几位
居民用毛线织南瓜靠垫，只见她

手拿毛线针，熟练地挑着毛线，
还不时地向凑过来的居民讲解：

“ 先 挑 线 ，然 后 压 线 ，然 后 再
挑……”

杨晓波告诉记者，在活动室
里摆的毛线织品大多都是出自
冯兴云的手中，她甚至将给自己
女儿织的裙子都拿过来让大家
学着编织。“一个‘巧嫂子’就能
让大家学得停不下手，想想十几
位‘巧嫂子’聚到一起，该有多热
闹。”杨晓波笑着说。

巧嫂子还能织毛裙，这可得好好学学。

平时各忙各的，有空时就聚在一起，跟小区里十几位手艺精湛的“巧
嫂子”学剪纸、十字绣和编织等。近日，泰山区财源街道大桥社区的居民有
了这么一个好去处，社区成立巧嫂子手工艺协会，这里不但能免费教居民
制作各种居家手工艺品，也是个拉呱谈心的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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