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咔嚓——咔嚓——”清脆的刀锯声唤
醒冬日的早晨，在搬经镇土山村的一片小竹
林中，竹编手艺人黄如明正精心挑选着做编
织所需要的材料，一根根沾着晨露的翠竹在
阳光下泛出温润的光泽。“竹子太嫩，风干
后就容易变形；竹子太老，又容易折断，我
手里的这根就刚刚好。所以说，选材也是大
有学问的。”轻轻掂着手中的竹子，黄如明

宛如把玩着一件珍宝。
黄如明今年 83 岁，是一名退休老党

员，由于竹编手艺好，村里人都叫他“黄竹
匠”。“我家里用的篮子都是黄大伯做的，他
编的篮子特别结实、耐用，像我手里的这
个，已经用了五六年，到今天还是很称
手。”村民黄建芳手中的竹篮在岁月的打磨
下已呈黄褐色，却无一处破损。

将捆好的竹子带回家中，黄如明又是好
一阵忙活。天气好时，家门前的小院便是黄
如明的工作场所。破篾、分层，把长竹分成
能编织作品的细条，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
容易，靠的是一双巧手和耐得住寂寞的韧
性。“我开始学这个手艺的时候二十来岁，
当时看到竹编师傅做工，感觉特别有意思，
就跟在后面学了一段时间，然后自己在家摸
索，竟也能编出些花样来了，没想到这一编
就是60年。”黄如明笑着搓搓手，掌心、指
腹都布满了数十年来竹编刻下的斑驳痕迹。

虽然已是八十几岁的高龄，但黄如明做
起竹编来依旧麻利，灵巧的双手在片好的竹
子间上下飞舞，一边编织，一边对细节进行
打磨，一个小时左右，一个精致小巧的竹篮
便制作完成了。“这种小竹篮一般是供给周
边果园的，游客去果园体验采摘都喜欢用这
个装东西，因为这个摸起来比常见的塑料筐
更有质感，所以附近果园的老板会时不时找
我订货，偶尔也会订一些容量大的，给果农
用于采摘，基本上不愁卖的。”黄如明笑着
说，竹编现在不仅仅是他的爱好，还能给家
庭增加一份收入。

其实，在土山村，像黄如明一样精通竹
编的老手艺人还有很多，为了不让这门手艺
失传，土山村也在积极行动。“每年寒暑
假，我们会专门开设竹编兴趣班，邀请老手
艺人担任老师，组织孩子们学习这项传统手
工艺。平时也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组
织竹编技艺大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学
习、传承这项技艺。”土山村党总支书记陈
克勤说。

“年轻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做七八个竹
篮。现在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了，一天做
两个已经是极限，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
艺，不能丢。”采访结束时，已是傍晚，黄
如明坐在小院里，夕阳映在他的身上，他惬
意地抬起头，眯了眯眼，又低声说道：“只
要有人愿意跟我学，我会把这门手艺尽心尽
力地教给他，竹编技艺最终还是要在年轻人
手里得到继承和创新。”

□融媒体记者周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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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编手艺人黄如明：

匠心守艺六十载 小竹篮里盛光阴

西安回民街6根面20元，官
方回复：“确实量不足，责令整改
退钱。”日前，一段游客投诉西安
回民街某面馆六根面卖20元的视
频引起关注。1月26日，事发辖区
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称，面条确实
量不足，已督促面馆整改，油泼面
增加 50%的量，价格明码标价。
工作人员表示，已找到当事游客，
要求面馆为其退款，也欢迎前来回
民街消费的游客对商家的不规范行
为投诉。

1月 30日，四川生育登记取
消结婚限制、取消数量限制的消息
在网上引起热议。据了解，这是四
川为了适应三孩生育政策，改进和
规范生育登记服务，结合本省实
际，于去年年底对2019年3月20
日出台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
法》进行的修订完善，并将于今年
2月15日起施行。

“牛肉卷还是咖喱鸡，拌饭还
是披萨？”咖啡店扎堆卖午餐，你
会买单吗？近段时间，记者注意
到，不少连锁咖啡品牌已经不只卖
咖啡，纷纷推出牛肉、拌饭、披萨
等午餐简餐品类。比如，Tims上
新披萨、贝果、牛肉卷等主食套
餐；星巴克和瑞幸售卖可以满足午
餐需求的鸡肉可颂等等。咖啡店卖
午餐，能俘获打工人的心吗？

新春走基层

近日，在城南街道左邬村的农家书屋内，志愿者正在指导村里的儿童绘画和手工折纸。
寒假期间，该村充分依托农家书屋阵地，积极组织村干部和返乡大学生，为村里的孩子们开展绘画、手

工制作、趣味游戏等公益课堂，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通讯员徐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