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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小 东 西 都
是 我 用 毛 线做 的 "我
家里还有很多# $汪芳
自豪的说道# 走进双
井 街 道 残 联 温 馨 家
园" 你就会被展示架
上面摆设的毛线编织
品所吸引"有小动物%

小袜子%小书包等等"

这些都是出自汪芳的
巧手# 每一个小摆件
都十分精致" 小动物
从身体比例到五官都
栩栩如生#

!我 小 时 候 身 体
不好" 很少出去玩就
在 家 里 看 姐 姐 织 毛
衣"慢慢就学会了# $

汪芳说道# 织毛衣在
上 世 纪六 七 十 年 代 "

在每个家庭中都是常
见的景象# 当时社会
经济不发达" 大部分
家庭成员的毛衣都是
母亲或者年长的姐姐

手工制作出来的# 汪
芳 经 常 看 姐 姐 织 毛
衣 " 慢 慢 就 学 会 了 #

!我 大 概 八 九 岁 的 时
候就给自己织了条腰
带" 那是我第一次织
东西# $她说道# 当时
家里的毛线不能给小
孩玩" 她就把家中不
用 的 劳 保手 套 拆 了 "

没有针就用两根竹筷
子把头削尖" 用反正
针的方法编织了一条
腰带# !当时也没有人
教我"家里人都忙"就
按照之前看姐姐织衣
服的样子自己尝试# $

汪芳说" 经过一两天
的尝试一条腰带就制
作成功了# 从此之后"

她就开始了不停的尝
试# 片状东西织的熟
练了" 就开始练习织
圈" 于是她给自己编
织了护膝# 遇到不会

的就 问 一 下 姐 姐 "姐
姐 简 单 的 告 诉 她 一
下"就可以熟练编织#

慢慢的她开始给自己
编织袜子%毛衣等等#

后来在一次偶然
的机会" 去天坛公园
玩时" 她看到有人在
卖 毛 线 教 钩 针 的 使
用" 于是她跟随老师
简 单 的 学 习 了 一 下 #

!当时我也就
!"

多岁
吧" 因为我姐姐不会
用钩针" 所以之前我
也没用过# $ 汪芳说
道# 经过老师的指点"

她了解了钩针的使用
方法" 回家后她又买
了 很 多 书自 己 学 习 #

从此她的编织从单一
的竹针编织扩展到了
钩针编织" 并且将这
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我 钩 过 最 大 的
一个 东 西 是 个 床 单 "

这 个 床 单 尺 寸 是
#$%

米
&!

米"旁边还有一
圈挂穗" 每个都得有
半尺长"总面积超过

'

平方 米 # $ 汪 芳 说 #

#()*

年左右她的一个
好朋友结婚" 她用缝
被子的白色细线给朋
友制 作 了 一 个 床 单 #

床单由
!""

多个花组
成"用线

!

斤多# 制作
时需 要 先 将 花 钩 好 "

再将它们按照床的尺
寸排列好并用线连在
一起# 汪芳为了制作
这个床单花费了

+

个
多月的时间# !当时也
上班" 所以就是有空
就钩一会" 因为用钩
针 制 作 所 以 方 便 携
带" 所以我走哪都带
着线和针"随时钩# $

汪芳说道# 之后"她就
不停的创作更多的作
品"不再局限于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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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这 么 多 年 里
真的是编织了很多东
西" 有一年光帽子我
就编织了

,""

多个# $

汪芳说道# 因为亲戚
朋友都知道她善于编
织" 于是经常让她帮
忙# 有时候是把线买
好了 给 她 送 过 去 "有
时候是她主动编织好
了送给大家#

!这 么 多 年 我 编
织 了 太 多 东西 了 "大
大小小加起来也有将
近

,

万多个了吧# $汪
芳说" 她编织的东西
大至床单%毛衣"小至
发卡%头绳等等# 现在
她编织一个小的发卡

只需要
,

%

!

分钟就可
以完成# 为了编织"她
经常从书上% 网络上
学 习 相关 的 方 法 "在
逛街时碰到打折的毛
线她就会买回家储存
起来"以便之后使用#

!现在网络方便了"我
都在网上买线" 我不
会买特别贵的线# $汪
芳说道#

说起这么多年的
编织生活" 让她最难
忘的就是刚刚怀孕时
给孩子织衣服# !我当
时知道怀孕了" 就开
始 给 我儿 子 织 衣 服 "

当时不知道男女就选
取了一些比较中性的

颜色# $汪芳说道# 那
个时候小朋友的衣服
大 多是 自 己 制 作 "汪
芳 因 为 不会 做 衣 服 "

于 是 她 选 择 用 毛 线
织# 当时给孩子织了
很多小背心%背带裤%

小开衫等等# !当时织
衣服" 觉得特别的幸
福" 那是我织的最用
心的东西了# $ 汪芳
说# 很多孩子当年用
过的小衣服她都好好
的收藏着" 前几年家
中 亲 戚 家生 小 孩 "她
还把这些小衣服送给
他们# 还按照当年编
织的样子帮亲戚家的
小朋友制作了一些新

的衣物#

!我 织 衣 服 真 的
就是一种兴趣" 这几
年我相对的也在减少
编织的量" 织多了有
时候颈椎什么的也会
不舒服# $汪芳说道#

这些年她也教过一些
朋友学习编织" 但是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手
工的人很少" 大家也
比较忙没有那么多时
间进行编织# 今后她
还会继续用自己的巧
手进行编织" 将这项
传 统 技 艺 发扬 光 大 "

她也希望将来有更多
的年轻朋友可以喜欢
这项传统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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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大家介绍全
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
志" 她是老将军甘祖
昌同志的夫人# 甘祖
昌 同 志 是 江 西 老 红
军% 新中国的开国将
军" 但他坚持回农村
当农民" 龚全珍同志
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
回 到 农 村 艰 苦 奋 斗 #

半 个 多 世 纪 过 去 了 "

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

艰苦奋斗精神" 并当
选 了 全 国 道 德 模 范 "

出 席 我 们 今 天 的 会
议"我感到很欣慰# 我
向龚全珍同志致以崇
高的敬意# 我们要把
艰苦奋斗精神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 !二〇一
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
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
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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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是教科书"也是营养剂# 党的十八大
以来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特地到访 !红色圣
地$"足迹遍布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在不
同场合谈感悟%讲故事# 本报记者从微信公众
号!共产党员$中"摘录了总书记讲述过的许多
感人至深的党史故事"一起感悟党史中蕴含的
智慧和力量#

一#将军和夫人当农民

我们这一代人"是
深受焦裕禄同志的事
迹教育成长起来的#几
十年来" 焦裕禄同志
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
中" 焦裕禄同志的形
象一直在我心中# 记
得一九六六年二月七
日"&人民日报' 刊登
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
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 我当
时上初中一年级"政治

课老师在念这篇通讯
的过程中几度哽咽"多
次泣不成声" 同学们
也流下眼泪# 特别是
念到焦裕禄同志肝癌
晚 期 仍 坚 持 工 作 "用
一 根 棍 子 顶 着 肝 部 "

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
大窟窿时" 我受到深
深震撼# !二〇一四年
三月十八日在河南省
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
议上的讲话"

二#焦裕禄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

在这场救亡图存
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
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
自 由 不 惜 抛 头 颅 %洒
热血" 母亲送儿打日
寇"妻子送郎上战场"

男女老少齐动员# 北
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
玉芬的母亲" 把丈夫
和

%

个 孩 子 送 上 前
线" 他们全部战死沙
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

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
副对联)!万众一心保
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
争取民族解放$* 横批
是)!抗战到底$# 这是
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
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
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
宣言# !二〇一四年七
月七日在纪念全民族
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
仪式上的讲话"

三#英雄母亲送儿抗日

人 物 名 片

汪芳
年龄$

%)

岁 社区$垂东

在参观军史馆时"

我对长征途中红三十
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
团!半截皮带$的故事"

感触很深#

红军战士宁肯忍
饥挨饿"也要将半截皮

带留下来"带着它!去
延安见毛主席$# 这就
是信仰的力量" 就是
!铁心跟党走$ 的生动
写照# !二〇一六年一
月五日在视察十三集
团军时的讲话"

四#%半截皮带&的故事

五#%半条被子&的故事

在湖南汝城县沙
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
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
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
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
留下了#

老人说"什么是共
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
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
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同

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
通%生死与共"是中国
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
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
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
和 风 险 的 根 本 保 证 #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
一日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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