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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伞事业”
开始于一次偶然

邱景义老人是丹东帽盔山街道
红房一社区的一名老党员，他第一次
修伞其实是个偶然。一天，他出门溜
达，看到路边有一把伞，本以为是有
人放在那的，可过了好几天后再路过
时伞还在那。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伞
布上破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应该是
被人扔在那里的。但是除了那个口
子，伞的其他部位都完好，邱景义觉
得可惜，便把伞捡回去缝好了伞布。

有了这个开端，再遇到被人扔掉
的旧伞时，邱景义就捡回家，由于修
伞需要的零件商店买不到，邱景义就
会把伞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修好
的，一类是彻底修不好的。这类修不
好的伞，邱景义老人就会将它拆解成
零件备用。

“拆卸、清洗、修理、组装、缝伞
布”，每一把坏伞在邱景义这几个步
骤的处理之后，便成了一把好伞。邱
景义老人乐呵呵地表示，自己这是

“拆东墙补西墙”修伞法，看似简单，
但很管用。

不嫌伞脏
“为大家做的心里干净”

家里渐渐有了越来越多修理之
面目一新的好伞，邱景义老人会送给

有需要的人。渐渐地，知道他会修伞
的邻居和朋友越来越多，大伙家里有
伞坏了也送去托他帮忙修，有人觉得
麻烦这样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不好
意思，坚持要给他钱，可是邱景义却
说啥不要。

“我退休之后就一直合计还能干
点啥，多帮助帮助别人。刚开始想帮
大家免费理发，可是这个时间不好
碰，但修伞时间就比较灵活，于是我
就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坚持下去。”邱
景义老人说。

从此开始，邱景义的邻居们就总
看到他没事就在小区附近到处溜达，
明明平时是注重整洁的人，却总往废
品堆和垃圾箱处去。有人问他在找
什么，邱景义就以实相告，于是从那
以后大家也会帮他留意，邱景义维修
的旧伞也越来越多。有时候看到被
扔进垃圾箱比较脏的伞，邱景义也不
嫌弃，捡出来好好清洗、修理过后照
样是一把好伞：“什么叫脏？这个事
是为大家做的。我心里觉得干净，就
不脏。”

老伴儿的支持
是他最大的动力

每天邱景义出门捡伞，老伴儿就
在家做好饭等着邱景义回家。邱景
义常说老伴儿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
力，每次邱景义捡回家的伞，老伴儿
都一定会帮邱景义先把伞布洗好，让

邱景义干干净的进入修理环节。
老伴儿还会帮他把零件分门别

类的上架存放。很快，邱景义家的一
个大约有 10 平米左右的屋子就雨伞
和各种零件堆满了，就像是一个专业
的工作室一般。这老两口的通力合
作，也让他们的家庭被评为辽宁省

“最美家庭”。

创立爱心伞站
以备大家急需

这么多的伞要如何处理？有人
劝他卖，毕竟他修完的伞跟新的几乎
没有差别，如果售卖，应该不愁销
路。可是邱景义老人却早就有了自
己的想法。2016 年，他把那时家里
积攒的近千把雨伞全部送到了丹东
帽盔山街道办事处，他说希望能给下
雨天没带伞的人免费使用。

被老人的行动感动，街道办事处
为他建立了邱景义爱心伞站，取名

“老邱爱心伞站”，还分别在卫生服务
中心等地方设置了几十个站点，第一
次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实现了爱
心伞共享全覆盖。

后来爱心伞站的范围进一步扩
大，由街道发展到全振兴区的65个社
区和村、卫生院、干休所。到如今，据
统计，“老邱爱心伞站”已经发展出了
109 个站点，每个站点会固定保有 20
把左右的雨伞存量，多出的用来轮
换。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我们终于有家啦！”毛坯房内，
一名男子向妻子预演装修入住后的
安逸生活，看电视的放松，洗热水澡
的惬意。他始终面带笑容，她却看哭
了。

夫妻俩初中同学，结婚时无车无
房无彩礼，经过5年的努力，他们从最
初每天只能吃面条到如今攒够首付
款实现住房梦想，感染着许多同龄
人。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大量关注，网
友留言称“一起奋斗的样子最美”。

丈夫毛坯房模拟洗澡
视频走红网络

毛坯房内，卫生间的一面间壁墙
刚刚砸掉，丈夫付嘉星向妻子演示装
修入住后的安逸生活，坐在沙发上遥
控调台，进入卫生间后漱洗，打开花
洒享受洗热水澡的惬意。他面带笑
容，这笑容幸福极了。而此时，手持
手机的妻子却泪流满面，感恩丈夫的
一路奋斗与陪伴。两人紧紧拥抱在
一起，喜与泪交织，“我们终于有家
啦！”

妻子孙闻浩将该视频发到了网
络平台上，引来众网友纷纷留言点
赞，“一起奋斗的样子最美”。

32岁的孙闻浩告诉记者，这是第
一次来看房，当时就随手一拍，记录
一下丈夫那兴奋的样子，没想到一下

子火了，还引来许多同龄人的关注，
“我是流着泪看完全部留言的，真的
很感谢网友们的祝福，我们会继续努
力的！”

沈阳的一家装修公司被夫妻俩
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以五折的价格与
小两口签下了装修合同。视频很短，
故事很暖，小两口背后的爱情故事与

奋斗历程更值得年轻人来读一读。

五年攒下22万首付款

68 平方米两居室，首付 22 万元，
2019 年 10 月，夫妻俩商量，拿出全部
积累在沈阳于洪新城买下一套住

房。他们认为，租房住的日子总感觉
没有真正融入沈阳人的生活当中，只
有真正有了自己的房子生活才更有
奔头。

22万，这可是两人五年来的全部
积蓄，“没想到我们攒了这么多钱，可
交完首付时又变得身无分文了。”

孙闻浩与付嘉星是初中同学，两
家在凌源住前后楼，“上学时就知道
他特别好学，真没想过后来能走到一
起。”

孙闻浩在朝阳读书，付嘉星考上
了大连理工大学，其间，孙闻浩多次
拒绝了付嘉星的示爱，“可能因为太
熟了。”后来，孙闻浩到铁岭打工，付
嘉星来到沈阳从事建筑施工方面的
工作。

“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答应与他
在一起的。”孙闻浩于 2015 年与付嘉
星走到了一起，两人把工资放在一
起，5000、8000……一点点积攒，但动
辄几十万元的商品房曾经让孙闻浩
动摇了，“我曾劝他一起回朝阳，毕竟
那里的压力小，熟人多，但他没同
意。”

付嘉星认为沈阳作为东北的最
大城市，有发展，“相信将来别人有的
我们都会有，只要我们肯努力。”

就这样，2017 年，在无房无车无
彩礼的情况下，两人在老家办了一个
简单的婚礼就算正式结婚了。

现攒钱现装修
明年国庆搬新家

憧憬未来满面喜，夫妻俩省吃俭
用，买最便宜的菜，经常连续多天吃
面条。当时许多人“认为我们一点家
底都没有，在沈阳根本买不起房。”

夫妻俩相信努力改变命运。丈
夫早出晚归拼命挣钱，妻子与朋友合
伙开了一家奶茶店，为了节省雇工费
用，冬季时手被冷水冰得僵硬，“我们
相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趁孩
子出生前多打些基础”。

“孩子出生后，最担心孩子生病，
害怕节外生枝。”孙闻浩回忆着买房
后的喜悦与忐忑，但原本计划坐完月
子后马上回到奶茶店继续经营时，今
年 2 月，店被迫关闭，只能在家带孩
子，“现在我暂时没有收入，养家的压
力全部落在了爱人身上，我得尽快找
个新工作”。

领到钥匙后孙闻浩的意见是先
不装修了，买点必备品就直接入住
吧，可付嘉星说什么也没答应，“装修
师傅先干着，到明年四月份装修款就
基本全够了，不拿父母一钱，‘打工
人’也能实现小康”。

夫妻俩计划明年国庆节前搬家，
一家三口共同享受平凡生活里的温
暖。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78岁“丹东伞王”义务修伞2000把
温暖2020 我是辽宁人

丹东78岁的邱景义老人有个特殊的习惯——每天他都会在自己住的小区附近绕上几圈，这个自身干净利索的老人，却不嫌脏，专往垃圾堆或废品堆走，他的目标就是那些被
人们丟弃的雨伞。

经过清洗维修，本已被视作垃圾的废弃雨伞，被老人的妙手一番整治，竟然焕然一新，宛如新品。
“这老人家有这么一手变废为宝的好手艺，能卖不少钱吧？”不断有人发现这样的猜测。然而邱景义的实际做法却是把自己捡拾并修好的超过两千把的雨伞，免费贡献出来，

通过社区的帮助，在丹东振兴区各地设立了109个“老邱爱心伞站”，免费把这些雨伞提供给下雨天没带伞的人借用。
日前，辽沈晚报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个被誉为“丹东伞王”的好大爷，他说老伴儿的支持是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最大动力。老两口也因此被评为辽宁省“最美家庭”。

记者：听说也有出现过借伞不还的情况，您会生气吗？
邱景义：没关系的，丢了我就先补上，兴许是人家忘了，并不是故意不还

的，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品质都是好的。而且后来大伙也帮忙想了个主意，他
们设立了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爱心伞站借伞的登记，有人想借伞只需要登记
姓名和电话即可，用完后，可以在一周内送回。而且也不必一定要还回原伞
站，只要在自己就近的站点归还就可以。各站负责的志愿者们会每个月互相
对一下借伞登记，如果没有归还，会打电话询问情况。

记者：您在创建爱心伞站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邱景义：有了这个爱心伞站之后，好像有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一次进小

区，有一个人冲着我直说：“你是做好事的！你是做好事的！”我一直觉得自己
做这点力所能及的事根本不算什么，能有人这么说，我心里真是觉得很感
谢。可是有觉得你好的肯定就有觉得你不好的，我也听过人家背后说我傻
的，说我有钱不挣，一天一天竟瞎忙活，对这样的话我就当没听到。

邱景义正在修伞。 辽沈晚报记者 王晓阳 摄

有人说我是做好事的 有人说我是傻子

温暖2020 我是辽宁人

妻子拍丈夫模拟洗澡视频的背后……
网友狂赞：“一起奋斗的样子最美！”

丈夫在毛坯房内模拟洗澡的视频，引来网友狂赞。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