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河岸边打刀人孙运业：

打刀，每一步都很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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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20余留守儿童的
新年梦想实现了

本报济宁1月22日讯(记者 马
辉 通讯员 谷雨) 22日，由济宁
新闻网策划发起的“留守儿童2013
新年梦想”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
动，10家爱心企业和热心网友，走
进嘉祥县梁宝寺镇留守儿童学校
和市中区安居镇胡营小学，帮助那
里的留守儿童实现新年梦想。

11岁的崔宗齐的新年愿望
是有一台电脑，想爸爸妈妈的时
候，可以通过视频看到爸爸妈
妈。今天，济宁金宇家居就为他
送去了一台新的电脑。

“我的新年梦想是有好心的
叔叔、阿姨为爷爷、奶奶治病”。
梁宝寺镇留守儿童学校四年级
学生曹丹丹的新年梦想感动了
在场的所有人。为此，济宁市第
二人民医院的医生送给她一套
简易的理疗仪器。

在这些爱心企业的帮助下，
20多位留守儿童实现了新年梦
想。济宁新闻网总监周长青表示，
留守儿童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希望
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唤起社会上
各界对留守儿童的关注。

22日，刘庄社区居委会发放2012年度的股金。2006年，刘庄社区建
立经济合作社，社区居民变成股民。从2008年开始，持有刘庄社区股
份的股民们开始领取股金，现在股金从最初的200元涨到了500元。

本报记者 韩伟杰 李岩松摄影报道

在运河畔的南鼓楼街，叮叮
当当的打刀声打破了这条小路的
宁静。

打刀人孙运业从炉子里夹出
烧红的坯子，放到石板上用铁锤
敲打，这仅仅是30多道程序中的
一环。在他看来，打刀不仅是体力
活，还是一个技术活，每一步都很
讲究。

孙运业今年50岁，从12岁就
开始学习打刀，祖辈六代都是打

刀人，独立打刀已经30多年了。
22日，记者见到他时，他一脸

的煤灰。天天在炉火边打刀，孙运
业的脸色被熏得发黑，很难洗干
净。身上穿的蓝色衣服也蹭了一
片碳黑。

“打刀需要下料、加钢、锻打、
冷砸、剪形状、打砂轮、磨刀刃、上
刀把等30多道程序。”孙运业告诉
记者，每一道程序都很有讲究。比
如，胚料要根据刀的大小和重量
来选，不同的刀要选不同的钢材。
火候的掌握也很关键，如果火候
过了，刀容易脆，不经用；如果火
候不够，刀口就容易卷。

除了制作刀具，孙运业还加
工镰刀、斧头等铁器。如果只打

刀，生意肯定不会很好，或者经营
不善就倒闭了。孙运业说，只要顾
客提出要求，自己就会琢磨如何
加工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有时
吃饭都会想着打铁的工艺。

市民刘女士到店里取刀，看
到刀刃有一定的弧度，她不断地说

“谢谢”。“我到超市、商店买不到这
样的刀，用这样的刀切出的藕形状
比较好看。”刘女士笑着说。

在孙运业的记忆里，运河两
畔曾有400多家打刀的店铺。每天
早晨天还不亮，就有叮叮当当的
打刀声，北到哈尔滨，南到苏杭两
州的商人云集到这里，景象繁荣。
后来打刀的店铺逐渐消失，现在
全市也没有几家打刀铺了。

股股金金涨涨了了330000元元

孙运业
在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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