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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搬家离开的，有年龄大身体不好退出的，
只有康姨老两口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了下来……”

康姨名叫康克敏，今年72岁，家住本溪南芬街
道甩湾社区，铁路沈丹线甩了个大弯穿过社区。

为了让社区居民能安全穿越铁路，从 2003
年起，康克敏和老伴赵启超加入社区志愿者护路
队，坚持每天巡视在铁路线上。到现在，16年过
去了，这段铁路线没有发生过行人被撞的事故。

不想再看到悲剧发生

受山河地势影响，铁路沈丹线行经本溪市
南芬区甩湾时有一段弯路，弯路两侧都有人家。

康克敏告诉记者，高铁、动车运行前，每天经
过这段铁路的客车、货车加一起得有10多趟，“那
时候甩湾地区有几百户人家，每天上班、上学、上
街有上千人次需要穿越铁路，没有固定的道口。”

康克敏说，自己住在甩湾几十年了，之前南
芬地区一听说火车撞人了，第一反应都是“是不
是在甩湾子”，而被撞的人中，也有康克敏认识
的，“一听说谁家出事，心里不是滋味。”

“因为它正好处在弯路两边，往丹东去那
边，弯路过去正好到山背后；往本溪去这边，弯
路过去视线也都被厂房和住宅挡住。”

“两边都是能听到火车叫，看不到火车来，
再加上有的人不注意瞭望、有的人心急总想抢
那一两分钟，还有的学生过铁道时还在打闹
……”从1998年到2002年，甩湾地区有3人在穿
越铁路时被火车撞到身亡。

为了不让悲剧再发生，2003年4月，甩湾社
区决定组建党员志愿者铁路护路队。58岁的赵
启超报了名，康克敏急了，她说：我家离路口近，
穿铁道的人从这里走得多，我出门看着方便。
再说我老伴都加入了，我们两口子一起多好啊！

那个时候，康克敏还不是党员，可她觉得能给
乡邻做点事，那就是好事。在她的坚持下，她不仅
加入了护路队，还被大家推举为护路队队长。

为乡邻义务守望16年

从护路队上路那天开始，甩湾地区的铁路
线上，就多了一支戴着红袖标的队伍，他们不仅
守在靠近路口的人们穿越铁路习惯走的“道
口”，还要规劝随意穿越铁路者。

康克敏把志愿者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早6时
到11时，另一组负责下午1时到4时，“主要是孩
子们上学、大家上班的高峰期和有火车经过的
时间段”，在“道口”和铁路沿线巡视，提醒大家
注意安全。

因为家离得近，康克敏和赵启超老两口几
乎是全天执勤，每天一起床，老两口就得有一个
出门去“道口”逛逛；吃完饭，一个收拾碗筷，另
一个就去巡视。

16 年过去，每天义务护路已经成了康克敏
和赵启超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每天就像上班
似的，不去看看心里就不踏实，像丢了什么东西
似的，吃饭不香，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天气暖和的时候，康克敏就和队员们搬个
小板凳坐在“道口”，有人穿越铁路就提醒一
声。赶上刮风下雨，护路队就全体出动，保证巡
视到位，“人们都想早点回家，就容易忽视安
全”。冬天天黑得早，大家就拿着手电执勤。

赵启超说，护路这事表面看着简单，有时候
也闹矛盾、挺委屈，“离远了喊两声，就有人说，

你吼谁呢？好在咱们岁数都大了，也不计较。
有的人回头看到火车来，也明白了，也道个歉。”

有一回，一位老太太慢吞吞地过铁道，赵启
超听到火车鸣笛声，知道不到一分钟火车就要
到了，就赶紧把老太太拽住，老太太却质问他：
你干什么拽我？转眼间火车过来了，老太太才
明白过来。

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为自己救下了一
条生命而欣慰。

有一天，康克敏看到一名学生在铁轨上小
跑，身后火车正呼啸而来，“我这边使劲喊他，可
他就像没听到似的。”这把康克敏急的，拖着风
湿的右腿一瘸一拐地跑过去，一边摆手一边喊，
总算引起了对方的注意，跳出了铁轨。

2009 年，康克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从那以后，她把护路看得比家里的事还重
要，就连老伴赵启超生病住院都不耽误。也有
亲戚朋友劝老两口：有那工夫，打打牌、跳跳广
场舞多好。老两口总是笑着说：大家过铁道都
平平安安的，我们就有成就感。说我们傻？我
们乐意！

是的，16年来，康克敏老两口和护路队员们
不记得被多少人不理解、受过多少委屈，不记得
他们劝说过多少人不要抢过铁道、避免多少悲
剧的发生。但是，他们记得，甩湾社区的全体居
民和社区领导也记得，从2003年护路队上岗，这
里再没发生过一起行人过铁道被撞的悲剧。

昨日上午，记者在甩湾地区铁路线旁见到
了康克敏、赵启超和多名护路队员，被大家称为
总是“绷着脸”的赵启超也拿自己和老伴开起了
玩笑。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不仅比打牌、跳舞
有意义，也更快乐。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文并摄

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

老两口为乡邻守护铁路线16年

从民间喜闻乐见的民俗布艺制品到皇家服
装、配饰，满族布艺制作精巧、花物雅致、虫鸟逼
真、造型柔和、生活气息浓郁……当一针一线、
彩布金丝在孩子们的手中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艺
术品时，满族布艺这项传统手工艺仿佛正在校
园里生根发芽，逐渐枝繁叶茂。

传承数年
何家三代钻研满族布艺

针与线、布与艺，艺术创造中默默辛勤探索
数十年，传承传统的满族布艺，同时博采众长，
注重广泛吸收民俗艺术元素和其他艺术特色，
在满族布艺上创新发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何燕文女士一直致力于研究满
族布艺文化，她不仅传承着这古老而又传统的
手艺，也在品种、花样上不断创新。

何燕文是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大连市手工艺术大师、辽
宁省三八红旗手。而在何燕文的女儿赵锶田的
眼里，何燕文只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温柔母亲。
赵锶田小时就在妈妈开办的布艺工坊里玩儿，
看手艺人把一块块彩布变作神奇的艺术品，从
小赵锶田就能够耐心地在工坊里玩一整天，很
小的年纪就会穿针引线和缝纫、刺绣，照着大人
的作品，赵锶田六七岁就能模仿个大概，大人们
夸她心灵手巧，赵锶田会很开心。然而母亲的
故事比她还要精彩，在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母亲
早已是姑姑身边的一个得意门生了。

祖孙三辈女孩子都曾成为满族布艺的“小
迷妹”，这说不清是缘分还是基因，她们用勤劳
的双手和过人的智慧，让满族布艺成为了一家
人的生活来源，也成就了三代人的满族布艺事
业。然而在赵锶田的理解里，何家三代传世的
不仅仅是满族布艺技艺，更是精神，这种精神早
已融于血脉，融于生活，变成了赵锶田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相识恨晚
满族布艺与小学结缘

5月，莺飞草长，春光明媚。在辽宁省实验
学校沈北合作学校，赵锶田的艺术课堂雅致温
馨，学生们每周会有一节课与满族布艺面对面

“零距离”，用他们小小的手，单纯的心，细致的，

耐心地制作属于孩子们的美丽作品。孩子们最
喜欢这门课，专心致志，凝心静气，可以完全放
飞想象力，沉浸在美与艺术的世界里。

而那位“艺术气息十足的漂亮老师”也成为
这门课充满吸引力的原因之一，赵锶田从一位
专业服装设计师，变身成为这里的满族布艺教
师，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机缘。

2016年，作为学生家长的何燕文女士和她的
女儿赵锶田在一次与王兴生校长的谈话中提到
了满族布艺，当时学校正在大力研发校本课程，
校长对满族布艺作品非常感兴趣，立即邀请何燕
文为学生上一堂手工校本课。何家母女非常赞
同这里的办学理念，即陶行知先生的“三大”教育
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何
燕文说：“与其说我们是手艺人，倒不如说是守艺
人，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手艺都教给孩子们，那我
才不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于是，相识恨晚的机缘，让满族布艺与小学
结了缘。2016 年 9 月，何家母女作为辽宁省实
验学校沈北合作学校特聘的手工布艺校本课教
师，开始为学生们上课。何老师用生动的作品，
引导学生了解满族历史文化，深入学习布艺制
作技能，学生们对布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何老
师不断结合学生们的喜好与审美，尝试不同形
式的布艺课程，在女儿赵锶田老师的耐心传授
下，手工布艺成为了学生们最受欢迎的校本课。

成立满族剪纸艺术、布艺扎染、
陶艺制作社团

作为校本课程以外的教学补充与延伸，赵
锶田还在学校发起了满族布艺社团，成员约 30
人，由2-7年级表现突出、对满族布艺兴趣浓厚
的学生组成，每周二下午活动一次。与课堂教
学相比，社团活动更有灵动性和可塑性。为了
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赵锶田老师精心
设计内容题材，备课、上课，以全面辅导和个别
辅导的形式，加强启发引导学生的表现力和创
造力。通过系统学习，提高学生们的艺术品位，
丰富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开阔学生们的艺
术眼界，激发出学生们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同时，社团活动还注重将手工课与其他学
科相融合，培养学生全面素质发展，如，社团课
利用学习满族传统文化及布艺技法的过程还培
养了小小解说员，为学生及参观嘉宾——介绍

满族文化的历史渊源，满族布艺作品的特点与
创作思路，不仅可以在动手实践中体验快乐，也
可以在语言表达中得到锻炼，展示校园满族布
艺特色的优质艺术教育，更可以让学生了解非
遗所蕴含的生活哲学与艺术智慧，让青年一代
加入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行列中，从而实现非遗
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

在手工布艺校本课的感染下，学校的其他
美术校本课及社团也纷纷进行教学研讨、课改
创新，老师们将满族文化艺术校本课形成了系
列化，有满族的剪纸艺术社团、布艺扎染社团、
陶艺制作社团。在 2019年，国家教育部第九届
中小学艺术展演中，所有的艺术工作坊都在展
演中受到好评，尤其是“满族布艺”艺术工作坊
的展示，备受关注。

让满族布艺文化
为更多的孩子热爱并传承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赵锶田介绍，满族布
艺作为满族现存的“活态文化”，从民间喜闻乐
见的民俗布艺制品到皇家服装、配饰等，具有独
立的品格和独特的魅力。满族服饰技艺涵盖甚
广，如“盘扣襻”“十八纕”“镶边”“掐线”“裁剪”
等工艺，众多满族传统美学因素蕴含其中。满
族布艺品种繁多，想象力丰富，涵义深刻，手法

新颖，形态各异，在寓意和布局上都颇有讲究，
大多与满族的风俗、生产、生活、居住地、气候有
着密切关系，形成了强烈的民间地域特色，是研
究、掌握满族历史文化、历史美学等方面的有利
物证，值得加以关注和保护。

同时，满族布艺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浓郁的
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彰显老盛京的地域特色。
然而随着传承技艺的老一辈手艺人的相继逝去，
满族民间布艺的独特韵味日渐淡薄，加之现代化
机械加工业的蓬勃发展，对满族手工布艺造成巨
大冲击。为了扩大满族布艺及服饰技艺传承，使
得满族服饰、手工布艺不在民族本性上失掉，作为
传承人，赵锶田母女作出了很多努力。也希望更
多人能够了解满族布艺，传承满族布艺。

现在，每当看到孩子们通过演习满族布艺
制作技巧，感受独具魅力的针与线的交融，培养
审美情趣，感受传统艺术的美，赵锶田都会感到
特别开心。

赵锶田表示，中华传统文化凝聚着我们民
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
着我们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具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以民族工艺美术为依托，
实现非遗传承与美育教育相结合，能够带领学
生在了解满族民族工艺美术、传承非遗的同时，
激发非遗传承的现代活力。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经淼

满族布艺文化走进课堂

何燕文女士一直致力于研究满族布艺文化，制作大家满意的满族布艺是她最大的心愿。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迪 摄

护路队员们在一起非常放松开心，赵启超(右二)也和老伴康克敏(左二)开起了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