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于爱爱淑淑用用巧巧手手钩钩织织自自强强路路
凭借天赋和工作经验，她钩织品的奖项也纷至沓来

在高区，有这样一位巧手，早年因车祸等原因造成三级肢残，只
能借助植入的医疗辅助器械才能行走，凭借着与生俱来的钩织技
艺，多次获得全省及全国比赛大奖，她就是2015年威海市十佳残疾
人自强模范—于爱淑。

本报8月24日讯 (记者 刘
洁 实习生 雷映) 喜爱孩子
的张莉做保姆后照顾过很多孩
子，其中就有小玉(化名)。接手
照顾小玉3年，张莉只有第一年
收到工资，对孩子有感情的张
莉，近2年来一直义务照顾小玉。

“亲孙女也不过如此。”邻居们
说，张莉待孩子真亲。

“张奶奶！”陶家夼小区里的
孩子甜甜叫了张莉一声。张莉一
走近，小区里熟识的3个孩子向
张莉围过来，和她嬉闹。“当保姆
哪有这样的，孩子吃住在自家，
不赚钱还自己倒贴钱。”邻居张
女士和张莉住在同一个小区，张

莉对孩子的好她都看在眼里，提
起张莉义务照顾孩子的事，就忍
不住夸张莉。

张莉说自己很喜欢孩子，当
上保姆主要以带孩子为主，在接
手小玉前，曾经帮文登的雇主带
过孩子，孩子的父母到现在还和
张莉有联系。2012年在朋友的推
荐下，张莉接手照顾小玉和小玉
的姐姐，“那时候小玉才7、8个月
大。”张莉说，今年小玉已经3岁
多，3年里，张莉和小玉结下了深
厚的感情。由于小玉家庭变故，
张莉只有第一年收到了雇主发
的工资，之后两个孩子所有的生
活支出基本都由张莉承担。据了

解，张莉除了保姆没有别的工
作，而老伴一个月仅有三千元的
工资。“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孩
子抱着我喊‘姥姥’时，我真是不
忍心扔下她不管。”张莉说。

“刚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孩
子的亲姥姥呢。”邻居张女士说，
吃穿方面从来不亏待孩子，有一
次她跟张莉一起出去逛街，看到
张莉给给孩子买新裙子、新鞋
子。“9块钱一个的苹果，她都舍
得买来给孩子吃。”邻居李女士
说，“对孩子真是没得说，不沾亲
不带故的，孩子想吃什么就买什
么，亲孙女也不过如此，孩子和
她很亲。”

张莉的付出，邻居们看在眼
里，夸她善良时也表示难以理解，

“了解我的几个老邻居也说我
二。”张莉笑着说。为什么会这样
义务照顾孩子？“我2岁的时候就
没有了父母，哥哥把我带大，为了
照顾我，哥哥牺牲了留在北京成
家立业的机会，在农村娶妻生
子。”47岁的张莉说起自己的经历
有些激动，她说小玉的父母因特
殊原因很难照顾到小玉，这让她
想起了自己没有父母照顾的苦
处，“孩子是无辜的，好好带着她，
别让她像我小时候一样受苦。”张
莉说，自己也没想那么远，只希望
小玉和姐姐一起健康长大。

爱爱心心保保姆姆贴贴钱钱帮帮雇雇主主带带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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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高区某小区一间
不足40平米的小屋里，见到了正在
钩织线包的于爱淑，虽然行走不便，
但她还是站起来迎客，为我们展示
自己的作品。说起自己的钩织作品，
她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喜爱。

日前，56岁的于爱淑被评为威
海市十佳残疾人自强模范，她自强
不息的事迹感染了很多人。年轻时
因股骨头坏死，于爱淑做过一次手
术，手术效果并不理想。那时候，她
每天只能拄着拐棍或者靠家人搀扶
才能缓慢移动，独立走完一里路都
成了奢望。于爱淑回忆说，“那个时
候拐棍不知道坏了多少根，却还是
疼得走不了，不管是身体还是心里
都很痛苦。”可不幸接踵而至，没多
久，一次车祸让她再次受创，第二次
住院手术，她的腰内被植入了先进
的医疗辅助器，在坚持不懈的锻炼
下，她慢慢地恢复了正常行走。多来
来，落下的病根一直困扰着她，“现
在我的腰实在不太好，弯腰取东西
都很费力。抱4岁的孙子上沙发，不

管怎么抱，就是抱不上来。”于爱淑
的话语里略显无奈。

但是，这样的伤痛并没有打消
她的意志，反而让她更深刻地明白
了生活的意义。曾在地毯厂工作的
她在闲暇时间里开始摸索用毛线
钩书包、座垫、衣服，凭借着自身的
天赋和长久的工作经验，她手下的
钩织品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一
个个奖项也纷至沓来。在2006年的
山东(国际)文博会上，她的作品在
30万件民间艺术品中脱颖而出，获
得优秀作品奖。2007年，她的作品
又在第五届中国(滨州)国际家纺
文化节上获得金奖。2007年，于爱
淑四处购买毛线开始创作一份特
殊的挂毯：她用了14个多月的时
间，创作了5幅彩色福娃挂毯以及
38个奥运项目的毛线手工艺术挂
毯，献礼北京奥运会。2008年，她
的这些作品被中国妇女儿童博物
馆收藏，被授予“省妇女儿童文物
征集先进个人”称号。在前行的道
路上，于爱淑一直坚韧而顽强。

藻 两次手术，涅槃后重生

“我一直在找三个人，是他们成
就了我饱受赞誉的‘福’字图。”于爱
淑拿出一个破旧的小本子，上面有
一个用圆珠笔描画的“福”字，这个

“福”字虽略显潦草，但仍然苍劲刚
健、飘洒有致。17年前，于爱淑在威
海百货大楼参加钩艺品展销大会时
曾遇到了三个人，他们看于爱淑钩
得不错，现场就为她用油笔写了一
个“福”的毛笔字，希望她可以用自
己的巧手钩织出来。于爱淑担心自
己能力有限钩不好，那三个人便鼓
励她道，“你能把工工整整的福字钩
下来，就一定也能把这个毛笔的福
字做好。”之后，他们只留下电话就
走了。

那时候于爱淑的手艺刚起步，

作品都是四四方方的，因为从来没
有做过定制的购置作品，她研究了
好久也不知道如何下手。一年后，于
爱淑开始捉摸着动手钩织，历经许
久终于完成。时至今日，这幅“福”字
图仍然是她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只
是时过境迁，当时留下的电话号码
已是空号，她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都
再也联系不上当年帮助她的那三个
人。“我拿着这幅图去参赛，无论到
哪都得到了很高的赞誉。可惜当初
我钩织完这幅图时没有联系那三个
人，现在他们的电话也打不通了，实
在想当面谢谢他们。”说起这件事，
于爱淑心里仍有一些遗憾，希望可
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找到曾经有恩于
她的人。

藻 心怀感激，寻找神秘赠字人

对已经56岁的于爱淑来
说，最开心的事不是哪件作品
得了大奖，而是这门手艺可以
代代相承、薪火相传。“从去年
开始我钩织起来就有点吃力，
手老是攥不紧，有点胀也有些
疼。真心希望这么老手艺可以
后继有人，谁想学我可以免费
教。”于爱淑说。

“我已经向一百多人传
授手艺了，他们大多学钩书包、
座垫等小物件，比较耐心的人
都能学会。”于爱淑说，很多人
都喜欢她的挂幅作品，也想跟
着学，但从一开始所有的东西

都得自己上手摸索，于爱淑从
来没有标准的图纸、模型，也不
记打了多少针、多少扣，所以找
她学钩织的人多少都遇到了一
些困难。于爱淑说，“学习钩织
首先得有恒心，慢工出细活，每
天低着头专心致志地钩织，才
能学出点名堂。”

最近，于爱淑一直在钩织
大大小小的手提包，准备参加
今年10月份左右举行的威海
市大型残疾人作品展销会，如
果作品优秀的话，明年可以去
韩国展销。对于这件事，于爱
淑充满了希冀，“如果可以去

韩国，就能把这项传统手工艺
发扬到国外去，让外国人也看
看 中 国 老 祖 宗 留 下 来 的 绝
活。”

心若向暖，何惧严寒。于爱
淑就是这样，用一颗热心坚持
自己的内心操守，用一双巧手
编织出自己的美丽世界。当她
的头顶再加上威海市十佳残疾
人自强模范这个光环时，她仍
然显得从容而谦和，“我不算是
什么模范，只是坚持自己爱好
的一个平凡人。如果可以，我希
望自己能一直钩织下去，让更
多人认识这门艺术。”

藻 热心呼吁，盼技艺薪火相传

于爱淑想通过本报寻找当初设计这个福寿图的作者。

本报8月24日讯 (记者 冯
琳 ) 刘建强是个体业主，平日
一直热心公益。他新购一辆变速
自行车，准备赠给需要帮助的寒
门学子。

刘先生一直跟随殷树山及

刘彩凤的“凤山志愿者”团队做
义工。今年38岁的刘建强算是

“凤山志愿者”团队中较为年轻
的一员。本来，他想捐献现金及
一辆自行车资助寒门学子。但因
为刘先生近期身体原因花费较

多医疗费，所以，他目前经济状
况只能捐献一辆自行车。这辆自
行车是他花费1500余元购买的
最新款的，是新车，他想捐赠给
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

这辆自行车他希望捐给这

样的“新主人”：品学兼优，家庭
贫困而且家距离学校较远。符合
以上3个条件且可以出具证明的
学子可以申请作为这辆自行车
的主人。

咨询电话：18863177980

崭崭新新自自行行车车寻寻找找““新新主主人人”” 近日，环翠楼街道石河、
大众、红光、海城等4个社区举
办了“将爱定格·浪漫七夕”老
年人七夕主题活动，活动邀请
了8对老人参加。社区邀请了
专业摄影师为这13对老年情
侣拍摄写真、定格幸福。

记者 陈乃彰
近日，环翠楼街道办同

德、布谷夼、西门外、峰泉等社
区的工作人员顶着高温，对辖
区内的野广告、建筑垃圾等进
行了全面清理整治，使辖区环
境焕然一新。

记者 陈乃彰
经区国税局积极落实小

微企业税收优惠，截至汇算清
缴结束，经区小微企业累计享
受税收优惠684 . 8万元。

经区国税局利用办税大
厅LED显示屏、门户网站、微
信平台、QQ群等信息化平台
多渠道宣传优惠政策内容、办
税流程、申报要求和管理方
式，力争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零
障碍、全覆盖。同时，与中小企
业局联合举办小型微利企业
政策解读会，就近期出台小微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税务行政审批等税收政策
进行深入解析。

通讯员 张广杰

速读

本报记者 许君丽 实习生 雷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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