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倩倩裁衣阁”店主王倩

左手拿着拆线针，右手拈起黑色的
连衣裙，银色的细针在裙缝之间跳跃，
将连衣裙从腰部位置割开，然后依照顾
客尺寸用增宽带撑开裙身宽度，“笃笃
笃……”随着缝纫机在裙子上踩下密密
麻麻的针脚，一条原本不合身的裙子

“重获新生”。
这位用巧手让旧衣服重获新生的

人，名叫王倩，是位于城桥镇学宫路的
“倩倩裁衣阁”的店主。虽然王倩年纪
不大，却是大家公认的“老师傅”，除了
为衣服改尺寸、换拉链，在她的手中，旧
衣服、老布料经过拆解、剪裁，能变成

“崭新”的旗袍、长裙、背心……凭借过
硬的裁衣和缝纫技术，王倩得到了不少
老客户的信赖。

2000 年，王倩跟随父母从重庆来
到崇明，“那时候裁缝这个职业比较吃
香，我想掌握一门手艺养活自己。”为
此，她专门来到向化镇的裁缝培训机构
学习技艺，并在一家私人裁缝店做学
徒，跟着师傅练习基本功。

“说实话，一开始连穿针引线都不
会，更别提做衣服裤子了，不过作为裁
缝就要有耐心，从小处磨手艺，把心和
技术都磨巧了，才能真正上手。”虽时隔
多年，王倩依旧记得师傅的叮嘱。为了
练习基本功，她几乎每天会在废布和旧

衣服上研究针法。
2003 年，积累了近两年裁缝经验

的王倩决定独立创业，创立了自己的裁
缝店。创业初期，她面临诸多挑战，包
括筹备店铺、购置设备、采购布料等。
没有固定客源，客户需求也难以满足，
但她没有退缩。“既然订单不多，那就认
真做好每一件衣服。”王倩说，裁缝是一
门需要精湛技艺的手艺，从穿针引线、
绘制样板到上机缝纫，每一个步骤都蕴
含着深厚的学问。虽然工序繁琐，但她
总是踏踏实实把每件衣服做好。

“前期最重要的就是打板，腰围、臂
长差一点，上身效果可差远了。”所以每
次量体，王倩都会对关键部位测量多
次，并取平均值，确保数据的准确。“平
时也会遇到难做的衣服，比如夏天常见
的醋酸布，这种面料光滑难以固定，如

何精确裁剪很有讲究。”
“当然，做好一件衣服光靠技术还

不够，还得有对时尚的敏锐性。”王倩表
示，刚开店的时候，大家喜欢穿衬衫与
阔腿裤，自己便到街上的服装店研究成
衣样式，回来打板。“有人三小时能做好
的，我宁愿花三天。”正是这份对“做好
一件衣服”的执着追求，让她收获了一
批忠实“粉丝”，渐渐地，裁缝店的生意
有了很大改善。“那段时间，基本每天从
早上 8 点干到晚上 7 点，有时还要加
班。”王倩说，虽然辛苦，但更多的时候
是开心。

生意有了起色，王倩又面临新的难
题，原本像亭子间一样的裁缝店，早已

不能满足日常所需，“来的客人多了，站
都站不下，做好的衣服都没有摆放的位
置。”为此，王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租了一个宽敞的门面，如今，走进“倩倩
裁衣阁”，近 30 平方米的空间内，各类
物件整齐有序。两台缝纫机、一台锁边
机、一个熨烫台“各司其职”，王倩做的
样衣也有了展示空间。

这两年，随着电商行业的兴起，传
统裁缝店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不少裁缝
师傅纷纷寻找新的出路。王倩坦言，自
己也经历过低谷，但她依然热爱这个行
业，不愿轻易放弃。“最近，‘新中式’兴
起，我便尝试往中式风格发展，希望能
给顾客更多选择。”王倩边向记者介绍，
边指向新定制的服装。“你看，这几件是
我新做的马甲和长裙，顾客除了在意款
式，也会要求布料的纹样、面料的质
感。”为了让“新中式”更好地融入日常
生活，王倩在传统服饰的基础上进行了
改良，将年轻人喜欢的花鸟纹样、云肩
装饰等加入其中，让服装既有复古的精
致感，又不失现代的时尚气息。

虽然生意不如往日，但王倩并不觉
得这是坏事。“现在来店里改衣服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大部分偏爱网购，有些
大小、长短不合适的衣服，都会拿来修
改。”每当顾客穿上满意的衣服，王倩心
中就充满成就感。

去年年初，“倩倩裁衣阁”升级成为
社区的“解忧裁缝铺”。王倩特地买了
桌椅、绿植摆在店门口，为过往的居民
提供一个歇脚处。“相处多年，附近邻居
早已成为熟知的老朋友，大家谈论的话
题都是日常琐事，我也乐意聆听。”谈及
现状，王倩表示十分满足，“虽然不知道
未来会怎样，但大家需要我，我就会一
直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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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倩正在工作

““银龄大管家银龄大管家””
探索养老新模式探索养老新模式

她用巧手裁剪幸福生活

欣赏春日美景欣赏春日美景
学习消防知识学习消防知识
□ 通讯员 黄海华

天气渐暖天气渐暖 郊野公园迎来客流高峰郊野公园迎来客流高峰

▲ 孩子们在公园内休息

□ 记者 蒋晓燕 摄影 张志豪

本报讯 为破解老龄化社区治理
难题，今年堡镇新成立的达山社区以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核心理念，创
新推出“银龄大管家”为老服务品牌，
通过老年互助、多元服务与暖心关怀，
趟出了一条互助共融养老新路子。

在堡镇达山社区，共有 40 多名低
龄老人志愿者。社区充分挖掘“年轻
老人”资源，组建了一支由 60至 70岁、
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组成的“银龄大管
家”志愿服务队。他们化身“邻里守护
者”，为高龄老人提供代购物资、陪同
就医、家电维修等日常帮扶，并通过

“每日敲门”行动关注独居老人安全。
这种“以老助老”模式不仅缓解了

社区养老服务压力，更让低龄老人重
拾社会参与感，形成互助养老的良性
循环。

为增强品牌亲和力，社区设计推
出“银铃大管家”IP 形象，传递“温暖、
互助、活力”的养老理念。同步建成的

“银龄大管家”日间照料中心则成为老
年居民的“幸福驿站”。健康义诊、爱
心理发、棋牌手工活动、养生讲座等文
娱项目更是吸引众多老人参与。

达山社区党支部书记董佳荣表
示：“未来达山社区将进一步深化‘银
龄大管家’品牌和服务，吸纳一些专业
的养老服务机构、银发经济企业及为
老服务组织，让社区的养老服务更精
准、更贴心，努力做到让老人们的子女
安心，让社区的服务暖心。”

□ 记者 汤茵旒 实习摄影 陈熠昊

本区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本报讯 日前，区消防救援支队联
合 东 平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开 展

“321GO！消防科普 citywalk”活动，邀
请广大游客共赴春日盛宴，学消防安
全知识。

当天，消防员携手消防志愿者穿
梭在游客中，发放消防宣传手册，耐心
讲解防火知识，从家庭用火用电到户
外防火，让消防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活动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区域，各
有亮点。消防宣传车循环播放消防安
全教育片，生动案例引得游客驻足，随
车搭载的缓降逃生装置，让过往游客
身临其境地感受火场逃生的紧迫感。
在“蓝朋友”互动区，消防员分享救援
经历，游客听得入神，敬意顿生。消防
装备体验区，消防员指导游客操作灭
火器、消火栓等器材，传授实用技能。
科普咨询区、礼品兑换区以知识问答、
互动任务为载体，游客踊跃参与，学习
热情高涨。各区域巧妙融入消防元
素，吸引众多游客打卡。

此 次 活 动 融 入 景 区 Citywalk 路
线，各个互动体验区域覆盖景区内多
个人流密集景点，通过打卡集章的形
式，串联起一条集休闲娱乐与消防科
普为一体的“citywalk”路线。一路上，
大家欣赏美景的同时，认真聆听讲解，
近距离了解消火栓、消防应急照明系
统等消防设施设备。互动游戏环节，
模拟火灾逃生、消防知识抢答等游戏，
让游客在欢乐中掌握自救逃生技能。

崇明消防部门提醒：
游客在景区游玩，须遵守防火规

定，不在禁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
头。入住酒店，留意安全出口位置，熟
悉逃生路线，检查消防设施。遇火灾
保持冷静，迅速拨打 119，按工作人员
指引疏散逃生，不贪恋财物。

□ 通讯员 秦思伟

““和睦佳苑和睦佳苑””有位有位
““热心肠热心肠””的楼组长的楼组长

□ 通讯员 陈赛 吴雨君

本报讯 近日，崇明天气持续晴
好，明媚阳光下，岛上各大公园景点
客流增加。日前，长兴岛郊野公园
迎来一波学生春游小高峰，孩子们
踏青赏花游园，不辜负美好春光。

当天上午九点多，长兴岛郊野
公园已经游人如织，中小学生的身
影更是随处可见。园内花溪湖一
侧，孩子们身穿救生衣，排队乘坐竹

筏。和煦的春风拂面，丝带般的花溪
湖将整个园区环抱，乘坐竹筏游上一
圈，园内生态春光尽收眼底。

这一时节，郊野公园内，一株株
红梅姿态婀娜，簇簇粉色的花朵如云
似霞，美不胜收。乘坐园区特色小火
车穿梭游园赏梅，仿佛置身画中，令
人流连。

郊野公园园区内，还设有“看舰江
南文创店”，江南造船的船舰模型和各
类文创产品在这里尽数展示；而在有

着彩色坡道的儿童乐园，孩子们体
验各项游客设施，尽情享受户外时
光；有些孩子运动累了，就坐上小黄
鸭或火烈鸟造型的游船，在平静湖
面飘荡休憩。午间时分，孩子们三
两成群，纷纷铺上野餐垫，在户外享
受美食。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当天入园
大巴超过百辆，学生人数超过 5000
人次，是继三月中旬学生游开启以
来，园区迎来的第一个客流小高峰。

本报讯 今年 75 岁的李诚，是一
位退休老师，曾在 2022 年获得“最美
崇明人”称号，2023 年从三星镇搬迁
入住和睦佳苑，周围的邻居都尊称他
为李老师。入住小区后李诚第一时间
加入了小区的志愿者队伍，从入户走
访排摸居民入住信息到各项政策宣
传，他一直保持着满腔的热情，全心全
意投入到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中。说起
李老师，居民们都赞不绝口。

作为一名楼组长，李诚总是时刻
留意邻里们的需求，并主动伸出援
手。有一次邻居王阿姨家阳台漏水，
他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
手，积极与物业沟通协调，他还打电话
联系相关人员，成功解决了王阿姨的
困扰。

李诚也是社区“五心”志愿者队伍
中“热心邻里”的一员，他不仅主动对
接周边几位高龄老人，定期上门陪老
人们唠家常、解心忧。他还时常与志
愿者一起为老人代买和送去生活必需
品，帮助老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
难，让老人们深深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与关怀。李诚的无私奉献和细致关
怀，给予了社区老人们精神上莫大的
支持，也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赞誉。

心有良善，事无巨细。李诚用他
的热情，绘写了“万家灯火共守望”的
温暖长卷；用他的信念和真情架起社
区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同时，也感染
着身边的人主动参与社区自治，共建
美好社区。

用信念和真情架起
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桥梁

从新手小白到缝纫“老师傅”

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