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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奶奶团”扮靓“夕阳红”
□ 记者 覃露露

上午 930，徐桂珍雷打不动
来到御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老
姐妹们交流编织技法。“太大了不
好看，就做个花瓶吧，插点干花挺
好看的。”在这里，徐桂珍俨然是
老年居民中的“团宠”。只见她像
只蝴蝶四处翩飞，为老姐妹们指
导、教学，大伙儿在她的带领下享
受着手工编织的快乐。

如今，徐桂珍发起的编织“奶
奶团”共有 13名成员，其中年龄
最小的 57岁，最大的正是徐桂珍
本人。70岁的张玉英从山东来武
进刚一个多月。花了十来天，她编
好了自己的第一个手编包，赶紧让
“徐姐”来“打分”。“我完全是零
基础，手也笨笨的，徐姐费了不少
心思教我，而且她的教学完全是公
益的，分文不收。”张玉英告诉记
者，编织“奶奶团”的成员们来自

五湖四海，随迁经历让大家很有共
同语言。奶奶们聚在一起，不仅学
到了手艺，还拓宽了朋友圈，一举
多得。

在永定社区，像徐桂珍这样有
长处、有才艺的老人还有很多。为
此，社区着力打造老年居民“潮流
圈”，通过打造阵地、培育社团、
开展活动等措施，以点带面，丰富
社区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社区
还给我们举办作品展，让更多人看
到我们做的包，进而喜欢上这门手
艺，喜欢上这种生活方式。”谈起
未来，徐桂珍想要吸纳小区里的年
轻宝妈群体，让不同年龄段的喜欢
手工的女同胞们都能发挥自身价
值，也增加一份收入。“夕阳很
美，美在发挥余热。大家一起学，
老有所乐、老有所用，是很好的事
情。”徐桂珍说。

“这是我给外孙女编的小
背包，旁边那只是我逛街背
的包包。”走进 75 岁的编织
达人徐桂珍家中，沙发上一
堆大小不一、款式新颖的手
编包十分引人注目。红色、
蓝色、黄色、拼色……每个
都是徐桂珍的满意之作。

5 年前，徐桂珍从老家
镇江来到定居武进的二女儿
家，承担起了接送外孙女上
学的任务。初来乍到、人生
地不熟的徐桂珍偶然刷到了
一条藤编包视频，喜爱手工
的她被深深吸引了，便“蹲
守”在直播间开始学习。半
个月后，徐桂珍的首个手编
包作品诞生了———“就是这个
蓝色小挎包，做好后我一直
在用，买菜时放放零钱手机
很方便。”徐桂珍说。
“做手工很有成就感，做

出来的每个包包都是独一无
二的。”慢慢地，徐桂珍出品
的手编包有了更多款式，涵
盖单肩、双肩、手提、斜挎
等多种包型，还加入彩色条
纹、精致五金等时尚元素，
让外号“菜篮子”的手编包
变得时尚感满满。她还不断
创新，巧妙利用“边角料”，
编出喜庆的小红灯笼、用于

日常收纳的桌面置物篮以及
小挂件、笔筒等“周边产
品”。
“亲戚朋友看到都很喜

欢，纷纷喊我帮他们编一
个。”徐桂珍说，每次编好包
发朋友圈都会引来“哄抢”，
还有很多亲友排队定制，每
年徐桂珍编好送人的手工作
品有四五十件之多。

夏季的街头，常常能看到背着手编包的时尚人士。

用毛线、草、藤、麻等材料制成的包包，看起来清新

又浪漫。在湖塘镇永定社区御城小区，以徐桂珍为首

的编织“奶奶团”也赶上了这股潮流。自学、自创、

自教……奶奶们一起度过快乐的编织时光，将幸福感

装进包里、随身携带。

“奶奶团”手巧出圈

时髦奶奶
爱上手编包

本报讯（记者 何晓丹）
记者日前从区文化馆获悉，
为丰富全区少年儿童暑期精
神文化生活，为市民奉上丰
盛的文化艺术大餐，区文化
馆 2024年公益性培训夏季
（少儿）班即将开班，于今
日启动预报名。

此次夏季 （少儿） 班
共推出硬笔书法、声乐、
美术、汉服美学等 11 门精
品课程，计划招收学员近
100 名。每门课程上课次
数为 8~10次，由专业老师
进行授课。市民可于今日
中午 1200—6 月 28 日
1730，登录“江苏公共
文化云”微信平台进行预

报名 （每名学员限报 6 门
课程）；6 月 29 日—7 月 3
日 （每天 830—1730，
休息日照常），至区文化馆
惠民大厅进行现场验证
（携带学员身份证或户口簿
及一吋免冠证件照 1 张，
现场填写学员协议书，扫
报名课程二维码加群后即
完成报名）。

家住湖塘镇的市民陈思
瑜准备给儿子报美术课。
“儿子今年 10 岁了，从小
就对画画很有兴趣。文化馆
的公益课程品质高，授课老
师们都很专业，在那边肯定
能过个充实的假期。”陈思
瑜表示。

本报讯 （记者 何晓丹）
近日，亦花亦画·总相宜———邱
文锦、沈梦茜花鸟画作品展在
武进博物馆开幕，共展出本地
青年女画家邱文锦、沈梦茜的
50幅精品力作。展览将持续至
7 月 1 日，感兴趣的市民们可
来打卡观展。

步入展厅，似有淡雅花香扑
面而来。 《小径莺啼伴我行》
《淡淡的秋馨》 《薄雾清幽》

《芙蕖逸幽》……展出作品主题
鲜明，风格多样，亦花亦画，浓
淡相宜。89 岁的市民陈学青在
画作前久久驻足：“这些花鸟画
都很有生活气息，看下来心情很
舒适。”
传承南田精神和“无色之

境”美学，常州画派素来注重
写生自然与传承创新。邱文锦、
沈梦茜师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理

事、常州画院特聘画师、常州
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周平教授，
致力于传习没骨画法，追求画
面的水色清雅，展现花鸟的生
机与活力。“夏天到了，我们创
作了一批以荷花元素为主的花鸟
画作品，想让更多人在感受美的
同时了解常州画派的文化体系。”
常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常州花
鸟画研究会会员、90 后画家沈
梦茜介绍。

邱文锦、沈梦茜花鸟画作品展开幕2024年公益性培训
夏季（少儿）班启动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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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进国家高新区
东庄社区携手李公朴小学，
组织孩子们走进金堤花苑小
区，开展“共‘童’参与
安全‘童’行”主题活动。
在网格员的带领下，孩子们
化身社区治理“小小安全
员”，张贴爱心小贴士，巧
手共绘“消防梦”墙绘。图
为孩子们正在作画。

覃露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