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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裁缝成宿管阿姨“订单”不断

在成为武汉大学宿管阿姨以前，陈
秀伦是一名专业裁缝。2021年，她“入
住”武大，随身带的行李不多，其中就包
括一个用了多年的针线包。“是多年的
习惯，并没有想太多。”

“阿姨，您知道学校哪里可以缝衣
服吗？”入职后不久，一个拿着一套裙装
的女孩找到陈秀伦。被问到这一句，陈
秀伦眼睛一亮，“你这算是找对人了！”

那是一件汉服，墨绿色的盘扣有些
松动。缝好后，女孩高兴地不停道谢。

陈阿姨会缝衣服的事在学生中传
开，从那以后，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来求
助。从缝扣子、缝破洞，到裤子收腰、袖

子改长短，陈秀伦工作之余的空闲时
间，被孩子们的订单填满。

“我当自己是他们的临时妈妈”

“这么一件简单的小事，对孩子们
竟然这么重要。”从送来的衣裤中，她看
到学生求学的不易。起球的秋衣、开线
的运动裤、破洞的书包……无论多旧，
她都用心缝好，“都说慈母手中线，游子
身上衣。我当自己是他们的临时妈妈，
让他们穿得暖暖的”。

今年冬天，有男生拿着破洞的羽绒
服找来。羽绒服修补难度大，原本工期
可能需要两天，当时气温只有几摄氏
度，看着孩子身上穿着从室友那借来的
外套，陈秀伦那晚熬到12时，把衣服补
好，第二天一早送到学生宿舍。

学生们知道陈阿姨技术了得，需求
也变多了。答辩、应聘的西服，上台演
奏的礼服，甚至出了问题的实验工具，
都送到陈秀伦这儿，请她施展“针法”。
2023年9月，因为缝补的工作量越来
越大，武大宿教中心专门为陈秀伦开了
一间爱心缝补工作室。陈秀伦每天都
要缝补十几件衣服，有时候更多，每件
衣服补好不会超过两天。

在工作室的墙上，贴着几张便利
贴，学生们写道：“谢谢陈阿姨！”“您辛
苦了！”还有学生在毕业前为陈秀伦写
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信里写道：“是您
伸手帮忙，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感谢
您的无私奉献和数年如一日像家长般
的关怀。”

陈秀伦把信拍成照片存在手机里，
“有时翻出来看看，就像我自己的孩子
写的，很温暖”。

宿管值班室成学生“知心小屋”

武汉大学缝补阿姨并不是个例，很
多阿姨都会自发为学生补衣服。

湖滨14舍管理员刘琳来武大刚满
两年。她记得刚入职不久，学生们军训
由于训练量太大，军训服扣子总会松掉
脱落。“我看到之后说，哎呀孩子们，扣
子掉了找阿姨呀！这话一说，当天就缝
了十来件。”

线不够，刘琳下班后到五元店补
货，各色线头买一堆。边说着，她边打
开值班室的柜子，搬出一个草编篓，里
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彩线和不同规格的
剪刀、缝衣针。

刘琳的女儿也在武汉上大学，对她
来说，宿舍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她
性格开朗，学生们喜欢和她聊天，考砸
了、找工作不顺心，刘琳的值班室是学
生们倾诉心事的“知心小屋”。冬天分
享烤红薯，夏天一起切西瓜，有时还有
学生特地送来一小块生日蛋糕，“我想
让学生们知道，宿管阿姨是可依靠的，
有困难，找阿姨”。

学校定期开展“爱心缝补活动”

今年4月，武汉大学宿教中心举办
“爱心缝补活动”，从中心各项目部召集
了包括陈阿姨和刘阿姨在内的19位宿
管阿姨，为学生开展集中缝补，活动第
一天就收到130多件衣服。武大还以
活动为契机，在珞珈山街道、工学部社
区妇联的指导下成立“针”情“珈”园爱
心缝补妇女小组，号召更多阿姨加入，
并定期开展集中缝补活动。

“之前我只会简单的缝扣子，现在
我每天都会看教针线活的短视频，学会
了隐藏收边、无痕补洞。”刘琳说，缝补
小组成立后，阿姨们可以在一起交流学
习缝补技术了。据悉，武汉大学后勤服
务集团正在筹备面向学生的缝补收纳
课程，通过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们提升
生活技能。

记者陈晓彤
通讯员武柳青 舒安冬

武汉晚报讯 “一哒哒，二哒哒，三
哒哒，四哒哒……低速版四步舞这样
跳。”5月30日下午，一头黑色卷发的刘
红卫身穿橙色半身裙，精神抖擞地为学
员们演示专为高血压老人设计的舞步。

今年69岁的刘红卫曾是一家医院
的护士长，她退休后考取了5个职业资
格证书，现在是一所职业培训学校的老
师，讲授按摩原理等课程，帮助成年人
提升职业技能。

“不想跳广场舞，也不喜欢打麻将，
退休后的生活该怎么过？”切除恶性肿
瘤后，历经6次化疗、10年休养，这是刘
红卫重获新生后反复思考的问题。

2013年的一天，刘红卫在《武汉晚
报》上看到一则职业学校的招聘信息，
从事成人培训教育的她便决定考证，考
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是上岗条件之一。

那时起，年近六旬的刘红卫接连考
取了保健按摩师、高级育婴师、公共营

养师、健康管理师三级、婚姻家庭咨询
师三级5个职业资格证书，并且都是一
次性通过。

刘红卫回忆，备考高级育婴师证期
间，她早上5时起床学习，7时40分再
出门到培训学校给学生上课。她说：

“我想通过考试和工作证明自己，决不
放弃！”最终，她以72分的成绩通过了
考试。

“有的学员专门从农村赶来武汉上

课，他们生活不易，又爱学习，我就常常
利用课余时间为他们补课。”刘红卫介
绍，有个学生在考取高级按摩师证后，
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实现了再就业。

今年50岁刚退休的崔莉是刘红卫
的学生，她已经学习了育婴（母婴）护理
和养老护理（居家）等课程。她认为，退
休不是“躺平”的开始，而是“做自己”的
新起点。她认为：“养老行业前景很好，
我希望和刘老师一样，多掌握几项技
能，继续在社会上发光发热。”

刘红卫曾与死亡抗争，更在病愈后
鼓起勇气掌握自己的人生。她说：“只
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在岗。我希望
帮助更多人提高再就业能力，传递希望
的力量、新生的勇气。” 赵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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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武汉大学梅园4/5
舍，身着工作服的陈秀伦坐在缝
纫机前，仔细给一件男士翻领上
衣缝拉链。工作台上，各色纺
线、缝衣针、纽扣、拉链等整齐排
开，旁边的简易衣架上挂着几件
套头衫、衬衣、卫衣，陈秀伦略带
骄傲地说：“这些都是我缝补好
的学生衣服。”

陈秀伦是武汉大学“爱心缝
补驿站”的一员，在宿教中心组
织的缝补活动中，她和18位宿舍
管理员一同为学生提供衣物免
费缝补服务。团队中既有 50 多
岁的阿姨，也有“90后”姐姐。针
线交织中，这群离学生最近的群
体，将关怀缝进学子衣。

开启人生新起点

退休老人考取5个职业资格证

陈秀伦为学生们缝补衣物。
记者陈晓彤 摄

刘琳为学生处理裤腰。

武汉大学“爱心缝补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