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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苏艳萍
我叫苏艳萍，61岁，和丈夫、婆婆住

在光谷有十多年了。
今年1月22日傍晚6时，我和丈夫

到家后发现86岁的婆婆居然不在屋
里。她生活极有规律，每天顶多在附近
转悠，这么晚没回家是头一回。

我和丈夫忙去附近找，找了一个多
小时还是没头绪，我们就去小区物业查
监控。单元楼门口的监控显示，婆婆中
午12时31分出门后一直未回家。物业
工作人员让我们去茅店派出所看看小
区外的监控。

我们来到茅店派出所时天已经黑
了。民警在监控里看到婆婆走出小区
上了一辆583路公交车，但没看到她下
车。她平时确实也常坐这趟车去两站
路外的南湖农贸市场，但很快就会回
家。夜深了，见我们全家都急红了眼，
民警劝我们先回家休息，他们继续看
监控。

23日凌晨1时我们离开茅店派出
所，这么冷的冬夜老人音讯全无，全家
整夜都不安心。凌晨5时天刚亮，我们
赶到公交总站，拿着茅店派出所民警熬
夜帮我们查的公交车车牌号，确定她22
日坐公交车到了终点站，拄着拐杖走出

车站，可走到附近的铁路涵洞后，监控
里就看不到她了。

我们一家分成几拨，分别在涵洞周
围小区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
遍寻线索。小区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帮
我们一点一滴找到画面：她沿着中南大
校园、民族大道、雄楚大道一直走了10
余公里，没喝水也没吃饭，拄着拐杖一
刻不停地慢慢走了一整夜。

23日，我们根据监控线索，依次去
了铁箕山派出所、卓刀泉派出所，下午近
6时冲进了第4个派出所——珞南街派
出所。“86岁婆婆通宵走了快30个小时
了！”值班民警王保库听闻，当即开着警
车带我们去婆婆最后出现的地方——
华中师范大学校园。

王警官找人很有经验，一边通知学
校保卫部的人员查监控，一边到婆婆最
后出现的那个探头附近“地毯式”排
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水果摊店主
告诉王警官，当天下午2时，婆婆曾经
坐在店门前歇脚，还把拐杖忘在那
里了。

王警官每遇到一名路人都要询问，
也很耐心沿路细细拨开树枝和草丛查
看。晚7时，王警官终于在路边草丛里
看到正坐在路边歇脚、筋疲力尽的
婆婆。

王警官带我们确认了婆婆的身份，
帮着丈夫把婆婆背上我们的车，我们一
家赶紧冲到医院，我和女儿、姑姐忍不
住哭了，当时甚至都没顾上给王警官
道谢。

医生告诉我们，虽然婆婆平时生活
一切如常，但其实已出现小脑萎缩症

状，她不眠不休步行了30多个小时，体
力早已消耗殆尽，但她自己并不知道到
底走了多久，如果当晚没找到她，后果
不堪设想。

遇上这件事，我才知道身边的好心
人那么多，尤其是两天里帮助过我们的

4家派出所，还有两个学校、几个小区的
工作人员，要不是他们不厌其烦，真不
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婆婆。

（长江日报记者夏奕 实习生刘雨
禾 通讯员杨槐柳 刘桑萍 罗维舟
整理）

一身黑衣黑裤、利落的短发、深灰
色棒球帽、细框眼镜，36岁的川妹子
陈哲涵装扮得很男性。

陈哲涵现在的职业也很男性——
维修工。记者走进她的家兼工作室，
只见工具墙上挂满橙色的锤子、榔
头、打孔机、螺丝刀。她说，屋里的桌
椅板凳和墙上的置物架都是她的
作品。

3年前，陈哲涵的人生与维修行
业毫无交集。那时，她先后经历创业
失败、餐厅倒闭、公司裁员。接下来做
什么？她在网上看到一些独居女性的
求助帖：“如何自己换门锁”“清洗空调
要注意什么”……这些帖子让她意识
到，女性对同性维修工的需求远比想
象中迫切。她决定成为一名女维
修工。

电工培训班里唯一女学员

想要成为能接单的维修工，需要
经过培训并考取电工等级证、特种作
业操作证等证书。

去年初，陈哲涵报名参加了一个
电工培训班。班里50多个人中只有
她是女性。在去上课的路上和电梯
里，她总会被男学员问同样的问题：

“你一个女的，怎么来学电工？”她从中
听出了言外之意——年轻女子不该干
这一行。

其实，在此之前，她原本就会一些
水电和木工活。10年前家里老院子
翻新，从刷墙、砌砖到水电，她参与了
老院子“变身”花园的全过程。“我本来
就有这些技能，只是之前没有以此为
业。”

在旁人不理解的目光中，陈哲涵
拿到了一系列资格证。

学成归来，由于没有公司愿意接
纳一名女维修工，去年10月，她选择
来武汉成立工作室，在“小红书”上注
册“维修女工橙师傅”，专为女性顾客
服务。她看到的是维修市场上独居女
性的困惑——“家中水电出现故障需
要维修，男维修工上门，既不方便也不
安全。”

“以后女维修工会越来越多的”

“我的服务对象都是独自在家的
女性，我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陈哲
涵说，除了线上接单，她在线下开课培
训女学员。

前段时间的维修课开在工作室
里，6个姑娘围坐在桌前听她讲如何
使用打孔机，如何更换水管、水龙头，
以及门锁阀芯。

“无论是漏水还是堵塞，只需要在
拆解过程中观察是哪部分损坏，购买
同样的零部件更换就行了。”陈哲涵拿
出准备好的单管水龙头、冷热水双管
水龙头、软管甚至是模拟的水台，先拆
一遍，再手把手教姑娘们怎么安装。

每次课程结束，陈哲涵总能收到
很多温暖的反馈。这些姑娘装好了
灯、换了开关面板、换了水龙头和门锁
等，这是她成就感的来源。

“终于有女维修工了。”刘淇是一
名全职宝妈，在手机上刷到“维修女工
橙师傅”后马上予以关注。她告诉记
者，之前家里燃气热水器报了故障代
码，她有过不愉快的维修体验。“这次，

陈师傅很耐心、温柔，哪些地方坏了跟
我解释得很清楚，让我安全感满满。”

不少外地人在陈哲涵的视频下方
留言：“太棒了，如果可以全国巡回‘维
修’到我的城市就好了。”她回复：“不
用，以后女维修工会越来越多的。”

独居女性请她换灯等了11天

2月25日，陈哲涵将架梯和十几
斤重的工具箱塞进车子后备厢，与记
者一同到独居女性小张家更换顶灯。

这是一套一居室，一张床、一个沙
发、一个茶几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

上门前，小张通过微信将家里坏
掉的顶灯拍照发给陈哲涵。在她的指
导下，小张买了新灯。

在床上铺好防尘罩，踩上自带的
架梯，陈哲涵熟练地用螺丝刀拆旧灯。

大约半小时后，顶灯更换完毕。
开灯的一瞬间，小张笑着说：“哇，全世
界都亮了！”她说，因为顶灯在床的正
上方，不想让陌生男性进卧室，所以她
拖了好几个月，每天借助电视屏幕的
亮光生活。“这次，我特意等陈师傅从
成都回到武汉，等了11天终于如愿以
偿。”

换完顶灯，陈哲涵又帮忙安好镜
前灯，并把现场打扫干净。返回的路
上，陈哲涵说，她现在接的单子不多，
一周两三个。其他的接单方式诸如业
内师傅互相转单、地推、开店、找物业
公司合作，都因为她初来乍到和出于
成本考虑无法实行，大部分订单来源
于她经营的自媒体账号。

记者郝天娇

【画像】
珞南街派出所

珞南街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5.3平方公里，实有人口16万余人，2024年
共接110警情1.66万余起，日均接警49.6起。

珞南街派出所曾荣获“全市优秀公安派出所”“武汉市五星级基层党组
织”等荣誉称号。派 出 所我和我的

（《我和我的派出所》专栏电子
邮箱为 1019458868@qq.com，
欢迎您分享故事）

4家派出所民警忙了两天帮我找婆婆

“灯”等11天，终于等到她来修

陈哲涵为女性顾客上门维修顶灯。 记者郝天娇 摄

苏艳萍（左）和民警王保库（右）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