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9岁的应伟峰原是一家绣
品厂的行政管理人员，懂一点缝纫，
而妻子钱红妹则是一名缝纫高手。

“2007年，我们在社区开展党员学习
的时候，了解到很多党员居民想改衣
物但找不到地方。”他们就决定，利用
自己的专业所长为社区党员和居民，
特别是老年居民提供缝补服务。

刚开始的时候，应伟峰还在社区
警务室工作，因此他和妻子就把旁边
的社区居委会作为“接头”地点，居民
把需要修改或缝补的衣物放到居委
会，并跟应伟峰说明修改、缝补的地
方、尺寸；下班后应伟峰把衣物带回
家，两夫妻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分工
合作把衣物修改、缝补好；第二天，应
伟峰就把衣物再带回到居委会，让主
人来领取。

2014年1月，街道、社区、热心居
民群策群力之下，“添衣吾缝”缝纫志

愿服务团队开张了。团队规模不大，
只有3名志愿者，场地就设立在平桥
社区的老年活动室——平桥缘，现在
也是菱池西区小区居民自治服务
站。从那以后，这个工作室每周三上
午就风雨无阻地开门，处理社区居民
们等候了一周的订单。

应伟峰现在已经不再亲自上手
缝补了，去年开始工作室已经有了5
名成员。一名当成了徒弟培养，主攻
缝纫技术，一名负责登记居民的衣物
和各种需求，还有一名则会在门口为
老年居民量血压。“我现在只要负责
统筹就行了。”

“添衣吾缝”过硬的技术、暖心的
服务早在邻里间传播开来，每周三
来这里的居民也是越来越多。从
2007年以来，“添衣吾缝”已经累计
服务千余人次周边居民，缝补了上万
件衣物。

每周四是“针爱”编织队的固
定活动日，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编
织经验。更多的时候，她们相约
活动室，悄悄给邻居们准备礼物。

去年7月，编织队偶然得知
社区准备举办一场退役军人慰
问活动，毛爱波想做点特别的礼
物。为了买齐材料，大家一大早
就跑到望湖市场挑选粗细毛线、
配套钩针、叶片铁丝、粘合剂等各
类材料。7位阿姨花了6个多小
时做了8朵饱含心意的向日葵，
向退伍军人们表达一份敬意。

这次“送花行动”后，让编织
队的成员们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她们能做的事有很多。打
那以后，谁家有宝宝出生了，谁
家老人办寿礼，社区表彰最美志
愿者等，她们都会送上精心准备
的手作礼物。

一日晚饭后，吕孝妃跟家人

下楼散步，遇到一位邻居抱着几个
月大的宝宝沿路找鞋，原来鞋子不
小心被宝宝踢掉了。回家后，吕孝
妃就想着给宝宝钩一双不会掉的
针织鞋。

“当我们给宝宝送上这双鞋的
时候，妈妈喜欢得不得了，一直说
我们太有心了，让她好感动。”吕孝
妃说，那张笑脸她到现在她都忘不
掉。去年开始，泰康社区的“周岁
礼”项目就这样悄然启动。编织队
成员约定好，为社区每位新生儿和
周岁宝宝送上一双童鞋，希望每位
宝宝带着大家的美好期许，走好人
生的第一步。

夏天给孩子们编织卡通蛋套，
冬天给保洁员和保安送上暖心手套
……“针爱“编织队的阿姨们再也停
不下来了，用双手编织温暖邻里情。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陈思燕
通讯员 方伊黛 张珂宁 文/摄

A06
责编/胡晓新 朱忠诚 审读/邱立波 美编/雷林燕

都市圈 2022年6月27日 星期一

既缝补旧衣裳 又“缝补”邻里情
“添衣吾缝”工作站成为吸引居民的“爱心磁场”

宝宝周岁、寿星生日都会收到定制礼

“针爱”编织队编织温暖邻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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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衣吾缝”工作站成员在工作中。记者 刘波 摄

每逢星期三上午，走过海曙区月湖街道平桥社区菱池西区小区居民自治
服务站，总能看到很多居民拿着一件件衣物走进去。周边的居民都知道，那是
“添衣吾缝”工作站又开张了。从2007年以来，“添衣吾缝”的“掌门人”应伟
峰就带着妻子和其他成员，为居民提供免费缝补服务，至今已经累计服务千余
人次，缝补了上万件衣物。但在应伟峰看来，他这个工作室除了缝补衣物外，
还像爱心磁场一样，“缝补”了邻里情。

近日，记者见识到了这个“爱心磁场”。

“很多居民把每周三当作一个重
要的日子。他们相聚在这里唠家常、
问寒暖。我们让工作室成为一座爱
心桥梁，缝补的不仅仅是穿在身上的
衣物，更缝补了很多老人的内心。”应
伟峰说，有时候居民还会在这里说一
些心里话，而他也会把他们反映的问
题带给社区、街道。

前段时间，社区进行老旧小区改
造。“有一名居民聊天的时候就说起，
施工队进来没多久，就要拆他们楼下
的防盗门。”应伟峰一听就觉得不对，
工程还没开始就先拆了防盗门，肯定
会带来安全隐患。他把事情向社区进
行了反映，而社区也立即和施工队进
行沟通，后来防盗门就暂时不拆了。

虽然工作室只在周三开放，其实
应伟峰和团队每天都在忙着公益。

“这两天，我们正在家里制作牛奶
袋。”这些牛奶袋都是应伟峰找来碎
布做的，他主要负责找材料、画样、剪
样，妻子和其他成员手工缝制。“下个
月，我们准备把50个牛奶袋送给附

近一个小区的老人，方便他们拿牛奶
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菱池小区
送了60多个。

另外，下个月他们还计划做10
套睡衣送给社区老年人党员。

由于钱红妹还曾在一家幼儿园
做过保育阿姨，为此“添衣吾缝”团队
之前制作了1000多套椅套赠送给宁
波市第一幼儿园、新芝幼儿园、竹福
园幼儿园、宝韵音乐幼儿园、闻裕顺
幼儿园等十几家幼儿园。“椅套后面
还有一个袋子，方便孩子们放图书。”

“我们夫妻俩都有近50年的党
龄，用我们所长解决社区居民的实际
困难，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乐
意做的。”应伟峰还制作了一首打油
诗，这也是他们多年志愿服务工作最
简单最朴实的心得和体会：

“添衣吾缝”暖人心，社区居民很
欢迎。别看一件小事情，解决居民大
事情。听到居民赞扬声，我们心里很
高兴。心中牢记人民事，永远跟党向
前进。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唐茜

15年累计缝补上万件衣物

工作室成了邻里情“缝补室”

“小鞋子好精致，阿姨们手太巧了！”昨天上午，家住鄞州区钟公庙
街道泰康社区美邸园的壹壹小朋友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周岁礼——一双
针织婴儿鞋。这份礼物出自泰康社区“针爱”编织队的阿姨们之手。

其实，这已经是“针爱”编织队给小区居民送出的第53份定制礼
物了。这支队伍从去年3月份成立以来，吸引了一大波爱好编织的阿
姨。她们用自己的一双巧手，给小区居民带去了别样的温暖。

6名主力选手个个有绝活

“针爱“编织队在泰康社区
算是网红社团，很多居民都收到
过她们的暖心礼。这支温暖的
队伍由一群退休阿姨组成，最多
时多达38人。其中的6名主力
选手，更是个个有绝活。

这支编织队的成立，要从领
队盛根文说起。来自东北的她
住江山万里四期，凭着精湛的编
织手艺在小区火速“出圈”，吸引
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巧手阿姨。
去年3月，盛根文在社区为20多
名编织爱好者上了一堂公益
课。活动结束时，很多邻居都意
犹未尽，想跟着她学编织。就这
样，一群人、几支钩针、几团毛
线，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
一起，取名“针爱”编织队。

“编织改变了我的生活，认
识了一群‘老姐妹’。”因为盛根
文回东北老家了，去年7月，吕孝

妃接过接力棒。她主动对接社
区，了解居民需求，组织编织课
程，编织队忙得不亦乐乎。

毛爱波是拥有50年编织经
验的达人，手套、杯垫、玫瑰花、
香囊、童鞋等都难不倒她，她是
编织队里作品最多的一个。编
织对她而言，不仅是银龄时光的
印记，而且承载了童年的回忆。

上世纪70年代，为了帮家人
减轻负担，毛爱波从8岁开始学
习钩针。“那时候编织一个包的
底盘，大约是5分钱，一天下来赚
几块钱就很开心了！”当时，毛爱
波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学习编织
针法，14岁时就能独立完成编织
袋的底盘和背带了。7年拜师学
艺后，毛爱波顺利进入编织行
业。但后来因为忙于生意，她放
下了钩针，没想到在社区“重操
旧业”。

手作“定制礼”让居民喜出望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