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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杉

岁末，雪地靴也迎来销售旺季，位于丹徒区高桥
镇的德倪鞋业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缝合、粘底、品
控、装箱……生产线上，工人们各司其职，忙碌却井
然有序。在这里，67岁的师傅邱正云和30岁的徒弟
黄杰正在讲述着师徒接力，传承温暖的故事。

2000年，45岁的邱正云开始涉足雪地靴制作领
域，至今已经在雪地靴领域摸爬滚打超 20 个年头
了。“我一开始是做皮鞋的，后来皮鞋市场没有那么
好，正好雪地靴开始火起来，就改做雪地靴了。后
来，听身边人说德倪生意很好，我就到德倪来了。”邱
正云见证了德倪的日渐壮大，同时也承担起了要将
这门温暖的手艺一直传承下去的责任。

作为最早接触雪地靴制作领域的一批老师傅，
二十多年里，邱正云积累了丰富的选皮、剪裁、打样
经验。记者采访时，他正在拿着鞋打样，“不同鞋型
脚感不一样，每年流行的样子也不一样，想要鞋子受
欢迎，就要做出既流行又脚感舒服的雪地靴。”台灯
下，邱正云仔细打量着手里的鞋。

“有时候看师傅认真的样子，都不忍心打扰他。”
前来向师傅“取经”的黄杰告诉记者，几乎每天都要来
找师傅，学习手艺，探讨怎么让自家生产的雪地靴更
上一层楼，“我跟着师傅学了五六年，除了学到很多技
术外，最大的收获就是性格沉稳了很多。”

徒弟黄杰是个“90后”，在大部分年轻人毕业后选
择去往大城市奋斗的时候，黄杰决定“逆流发展”。在
苏州上大学的他，毕业后回到了家乡高桥，决定将家
里的雪地靴事业发展得更好，“见证了父母白手起家
的过程，我知道这份家业来之不易，所以我要在父母
创业的基础上，利用自己所学，将厂子办得更好。”

一双鞋是如何从无到有的？今年的流行元素有
哪些？不同的靴子皮料要怎么学？这些专业知识，黄
杰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刚开始接触时，可以说是
毫无头绪。”黄杰表示，跟着师傅的这几年，无论是手
艺、还是匠心，自己都收获了很多。“在上一辈的努力
下，德倪已经发展成为以内销为主的高桥雪地靴龙头
企业，我的加入就是要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让德倪
走得更远更好。”黄杰说，父辈创业的每一步都是稳扎
稳打，到了自己这一代，这份家业要做得更好。

一边和师傅学手艺，一边和父母学经营之道，短
短几年时间，黄杰迅速成长。在传统销售模式已经
稳定的基础上，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黄杰结合自身所
学，继续拓展线上销售渠道。黄杰表示，自己的加入
为企业带来的“年轻思维”，让发展变得更加多元化，

“除了销售方式多样化了，我们对流行的把握会更加
敏感一点，现在每年我们都会开发上百款新品，就像

今年厚底、方扣，这些元素都在不同鞋型上有所展现。”他希望，样式的多样化能够
让顾客的选择更多，大家都能挑选到心仪的雪地靴。

从最初的二十多名工人到现在百余名工人，从最初的2000平方米厂房到现在
近9000平方米厂房……黄杰见证了父辈创业的辛苦，“从父亲身上，我学到了吃苦
耐劳的精神，踏实敬业的担当；从师傅身上，我学到了专攻与传承，求精与创新。”

如今，黄杰已渐渐从父辈与师傅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企业发展的中流砥柱。
企业获得的一件件荣誉，折射出了两代人的精神风貌，相信这份温暖的工匠精神将
代代传承，守护着德倪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 曹源

“水有点儿烫，请小心饮用！”“这
里有充电器，您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
歇歇脚。”“外面雨越下越大了，这把
伞您带着……”12月 15日，一场寒潮
突然席卷镇江。冷冷的冬雨中，西津
渡景区的“红色驿站”却温暖如春。
这座“红色驿站”也被称作“爱心驿
站”。自 2014年起，它就全年无休地
为市民、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家住解放桥附近的尹建和是“红
色驿站”的一名志愿者。上午9时，她
和另一位志愿者吴永楠一起来到驿
站，在驿站开门前将开水准备充足。

“我从前是这一片的‘原住民’，也是
最早一批加入‘红色驿站’的志愿
者。现在虽然住得远了些，但是每周
一次到驿站服务，我肯定不会缺席。”

尹建和笑着说，当志愿者帮助别人，
自己心里也特别快乐。“我们这里提
供免费茶水、文明引导、急救药品、法
律咨询等志愿服务以及针线包、老花
镜、雨伞、拐杖等物品，全年无休。”

“我们这里的故事多着呢，一时
半会可说不完。”吴永楠说起日常服
务中遇到的故事，瞬间打开了“话匣
子”。“每逢节假日，游客数量就格外
多。大家累了、渴了都会进来歇歇
脚。”说起自己的这份事业，吴永楠满
脸骄傲。“你看那片墙，上面都是天南
海北的游客留言，贴满了一批又一
批。来过的游客，都说我们驿站好！”

“红色驿站”的常驻成员是 28名本土
志愿者。在西津渡景区，志愿者们忙
碌的身影，宛如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只要游客或市民需要帮助，随时都有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供服务。

“‘红色驿站’最早是叫‘求助驿
站’，当时还不是全天开放的，仅在周
末和节假日开放。随着景区游客越
来越多，各种服务需求也越来越大，
就变成了如今全年‘不打烊’的‘红色
驿站’了。”金山街道西津古渡社区党
委副书记华梦莹告诉记者，特别是针
对街区晚间游客多、便民服务点不足
这一问题，“红色驿站”还整合党建联
盟单位、街区商户和党员志愿者的力
量，提供晚间延时服务。“为了拓展党
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社
区整合多方资源，激发多元参与。近
年来，我们还吸收市委市级机关工
委、市红十字会和润州区税务局等党
建联盟单位志愿者50余名，下沉参与
驿站轮值、提供便民点维护、充实义
务调解员队伍等，大大提升了服务品
质和内涵。”

“回家的感觉，谢谢你们了！”“感
谢西津渡，茶水暖人心，赞！”“镇江城
美人美心灵更美，对游客热忱，像亲
人一样！”……一句句温暖的留言让
人如沐春风。西津古渡社区让“红色
驿站”成为服务市民游客的“温馨家
园”，也让文明底色浸润千年古城。

冷冷冬雨中，这里却温暖如春

景区“红色驿站”浸润文明底色

共赴文明之约 共享美好家园
冬 日 里 的 一 抹 暖 阳

本报讯（高莹 方良龙）善良是一
种爱的传递、爱的相依，她在人与人
之间架起爱的桥梁，温暖自己，芬芳
他人。12月 16日，丹阳“如意慈善”

“益路十年，让爱延续”感恩晚会举
行。镇江市社科联、镇江市慈善总
会、镇江市委宣传部，丹阳市人大、政
协、退役军人事务局、教育局、妇联、
团市委、部分乡镇、慈善总会及部分
协会等相关领导及爱心人士 1000余
人参加慈善感恩晚会。

江苏好人、如意慈善总队长丁斌
从“发展迅速稳定，促进全民慈善”

“广泛慈善活动，以活动增强活力”等
六个方面系统总结回顾了如意慈善
成立 10年来取得的成绩。他表示，
截至目前，如意慈善共收到 1400多
万元善款，帮助了 2000多户困难群
众家庭，为慈善公益事业及文明提升
作出了巨大贡献。

颁奖环节，参与公益慈善10余年、
始终与公益慈善不离不弃的如意慈善
副理事长、妇联主席朱清华获如意慈
善功勋奖；每年组织如意慈善义务献
血的如意慈善理事长张中勤接受丹阳
市血站感谢状；诸多如意慈善的爱心
志愿者、爱心企业也上台接受奖励。

义拍环节，分别对江苏好人、91
岁的唐贞老人珍藏 20多年的精品茅
台老酒；如意慈善爱心企业访仙耀华
红木工艺品厂总经理王耀华捐献的
东非黑黄檀条几（紫光檀主料、金丝
楠木心板）；如意慈善困境儿童帮扶
分队祝应苹赞助的浙江画家唐强油
画；七彩教育赵庆华赞助、今年刚去
世的 94岁德艺双馨艺术家余康宁的
书法；丹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徐俊画
作和丹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张国洪
书法成功进行了拍卖，所得款项全部
用于帮助困难群众。

本报讯（朱秋霞）虽是冬天，但走
进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蒲圩村，家家户
户门口仍是绿意葱茏，肥壮的青菜、
硕大的萝卜、绿白相间的大白菜……
丰饶的土地上四季都不会缺乏收货
的喜悦。近日，在位于荣炳集镇盐府
路上的丹徒区好幸福残疾人之家服
务中心内，来自蒲圩村的 10名残疾
人与种植专家、社工、志愿者“围炉喝
茶”，共同商议下一步的种植计划，开
启“阳光行动”。

“阳光行动——培育种植示范
户、助残就业家门口计划”是由福彩
公益金和慈善资金共同资助的 2023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之一。

“蒲圩村共有残疾人 168人，其中有
30%左右的残疾人因残障严重，属无
能力创业者；约 60%的残疾人想创

业、就业，但因缺胆识、缺路子、缺技
能、缺资金，成了创业、就业观望者；
约10%的残疾人敢为人先，在乡村振
兴中成了创业示范户、就业小能手、
当了小老板。”“阳光行动”项目负责
人凌红仙介绍，项目在蒲圩村选取了
10名年龄在60岁以下，能吃苦、肯学
习、敢创业、想就业的三、四级残疾人
作为服务对象。

在当天的“破冰向前行”项目启
动仪式上，残疾人与种植专家、社
工、志愿者开诚布公，共同探讨应对
种植方面的实质性困难，需要哪些
帮助与服务。种植专家、社工、志愿
者纷纷表示，将尽己所能，为残疾人

“丰收增能”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和
帮助。

凌红仙表示，“阳光行动”将通

过“技能助增收”“温情送创业”“智
慧送升级”“丰收家家乐”“收获有保
障”等系列活动，运用“走访+家访”

“问候+问需”“指导+引导”“培训+培
育”的服务路径，构建面对面、实打
实、手拉手、帮扶的服务模式，培育
市级示范户一家，并力争培育省级
示范户一家，通过示范户发展带动
计划，培育“阳光小粮仓”“绿色小菜
园”“希望小果园”“爱心小花园”专
业示范户 4家，最终达到促进示范户
增收 8%至 10%、专业户增收 10%至
15%的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示范户提档升级
以及培育更多创业示范户、就业小能
手，让更多残疾人思想活起来，更有
使命感；精神乐起来，更有幸福感；生
活富起来，更有获得感。”凌红仙说。

“阳光行动”助力残疾人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朱浩 钱鹏）根据最新气象
资料分析，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市
18日至 19日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
相态为雪或雨夹雪，量级中等，局部大，
并有可能出现积雪。20日至26日以多
云天气为主。21日前后受较强冷空气
影响还将有一次大风降温过程。未来
一周，我市气温持续偏低，最低气温维
持在 0℃以下，22 日早晨最低气温可
达-7℃左右。

具体天气预报：18 日阴转雪或雨
夹雪，雨雪量中等，局部大，-5℃至1℃，
有严重冰冻；19日小雪渐止转多云，0℃
至5℃；20日多云到晴，-3℃至3℃，有冰
冻；21日多云到晴，-6℃至 0℃，有严重
冰冻；22日多云到晴，-7℃至 1℃，有严

重冰冻；23日多云转阴，-6℃至 3℃，有
严重冰冻。

建议：18 日至 23 日气温持续偏
低，造成能源需求量明显增加，21日至
23 日早晨最低气温-6℃至-7℃，可能
导致供水、供气管道受冻。有关部门
要提前做好水、电、气供应设施的检查
维护及防冻工作，并加强调度，做好能
源保供工作。注意防范降雪天气导致
的道路湿滑、路面积雪结冰和低能见
度对交通运输、公众出行的不利影
响。气温持续偏低，风寒效应明显，易
诱发呼吸道和心脑血管等疾病，提醒
公众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晚播和旺长
麦苗等需加强防范持续低温天气可能
造成的冻害。

我市18-19日有明显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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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气温骤降，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对辖区高龄、独居等特殊人群入户走访，提醒
注意防寒保暖、用电安全等事项，并发放印有网格服务联系卡的冰箱贴，方便居民。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一直开展

“三百”行动（串百家门、听百姓言、记百姓事），膳食宝塔的冰箱贴上不仅有网格长、专职网格员联系方式还有民生服务
电话和网格志愿者服务电话。 文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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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笪伟 杭菲菲）在日前举
办的2023年江苏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技
能展示交流大赛中，镇江市代表队获
得一系列奖项。本次交流比赛共设置
健身气功、排舞、健身瑜伽三个项目。
来自润州区健身气功协会和丹阳艺轩
艺术团共16名队员代表镇江市参加了
本次交流大赛健身气功和排舞两个项
目的展示交流。

比赛中，选手们身穿五彩缤纷的
比赛服，踏着激昂动感的音乐节拍，在
比赛场上完成了一套套精心编排的动
作，为现场观众带来美的享受。最终，
镇江市代表队以健身气功 8.67分和排
舞 8.8 分，团体总分 17.47 分获得本次
交流大赛三等奖，同时镇江市代表队
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张磊、吴梅
兰、任美娟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

我市代表队在省社会体育指导员
技能展示交流大赛上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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