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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缝纫50载

七旬老人“缝补”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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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载剪裁手艺
服务万千人家

这位老人叫田国信，家住达川区桥湾镇白鹤
村，今年76岁，是一个有着50年精湛手艺的裁缝师
傅。田师傅原来居住在农村，现在随小儿子进城住
进了漂亮的小区，闲来无事，就搬出老旧缝纫机，
给市民缝补衣物。

田师傅告诉社区记者，50年前，他26岁，刚成
家立业，当时想学门手艺养活家人，便拜当时公社
缝纫社有名的文德奉先生为师学裁缝。通过几年的
学习，他很快掌握了衣服裤子的剪裁技术，后就在
家独自缝纫衣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缝纫师傅十
分吃香，请的人很多。平时淡季，他就在家接活。
若遇冬腊月旺季，许多农户家庭都要请他到家裁剪
衣服，或做身过年新衣服，或做嫁妆新衣服，生意
忙得搞不赢。尤其是1972年和1973年，他连续两年
都没在家过年，因为衣服没有做完，房东老板硬要
师傅除夕夜加班，以便新年第一天能穿上新衣。有
时走村串户一家就要做四五天，因为那时家庭人口
多，晚上还要加班做。

据田师傅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布匹
紧张，实行定量供应，发布票。1961年，每人发1.8
尺布票，要结婚的，凭结婚证发1.2丈布票。后来逐
步增加。到上世纪70年代时，每人发1.5丈布票，尽
管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贫乏，但逢年过节和婚嫁迎
娶都还是要做新衣服的，因此，有他这样手艺的
人，在那个年代相当受人尊敬和欢迎。那时的“五
匠人员”，也要将收入的工钱交生产队集体评工分，
做一天收工钱1.5元，上交生产队1元，评工分10
分，那时他们那里每个工日（10分为一个工日）值
0.40元，平时在家缝纫衣服每件收0.3元到0.4元工
钱。

对于当时衣服的布料，田师傅说，那时买的布
都是棉布，有花布、蓝布、阴单布、劳动布、宽白
布（自己买膏子染料染布），最好的就是华达呢和灯
芯绒。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衣服布
料越来越好，各大商场销售的服装琳琅满目，人们
开始买衣服穿，他的缝纫手艺逐渐被冷落。但几十
年来，经他剪裁的衣物数以万计，看见市民穿着他
制作的漂亮衣物过年添彩时，他也感到十分幸福。

迷恋缝纫剪裁
生意冷清也不放弃

社区记者看到，老人使用的老式缝纫机已显得
“陈旧斑驳”。田师傅说，这“铁疙瘩”是他一生的
宝贝，至今都舍不得丢弃。“想当年，缝纫机产得
少，购买缝纫机还要托人走后门。”他的第一台“飞
人牌”缝纫机是1972年提着自家土鸡蛋，通过缝纫
社师傅在区供销社托关系买来的，花费140元。1981
年，他又换了一台“解放牌”缝纫机，一直跟随他
到现在。连同他的裁剪工具——尺子、线包、画
片，还有熨斗（老式的是里面生炭火）、剪子等，都
已成为他生命里最喜爱的东西，伴随他走过了50余
载。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成品衣服的增
加，缝纫衣服的人逐渐减少，缝纫生意一落千丈。
田师傅说，虽然现在很少有人打衣服了，但缝缝补
补还是需要的。平时没事时，田师傅就推着自己加
工做的带轮子的缝纫机，摆在路口接点缝缝补补的
活。儿子叫他在家享享福，他却不干，说一天不摸
缝纫机就不舒服。田师傅说，他要继续缝补下去，
在方便顾客的同时，也在修补中度过幸福晚年。

（本报社区记者 邱一彪 谯继）

如今，要穿新衣
新裤都有现成的出
售，因此，曾经很吃
香的裁缝师傅在达
城已很难寻觅。昨
日，社区记者在达城
西外憩苑小区外，无
意间看见一位老裁
缝，戴着老花眼镜为
过往市民缝补衣物，
在方便他人的同时，
也“缝补”着自己的
幸福晚年。

本报讯 昨日，达州日报社第一届职工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48名职工代表、
列席代表出席会议，热烈参与讨论并通过了
报社经营部门、印刷厂、新媒体部门等的改
革试点方案及审议通过了关于明晰报社一名
职工房屋产权的议案。代表们心系发展，情
系改革，共绘报社发展蓝图。

今年上半年，在面临媒体激烈竞争和市
场白热化竞争以及自身体制机制严重落后的
形势下，报社党组正确领导，全体员工共同
努力，在新闻宣传、新媒体发展、经营增
收、深化改革等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新亮
点。首先，新闻宣传效果突出。报社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扣市委工作会
议精神，全力做好各项新闻宣传。先后采写
刊登脱贫攻坚稿件300余篇，“三大总体战略
工程”和“重点项目在行动”稿件400余
篇、“三化”和“五治”工程稿件700余篇，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稿件800余篇等等，
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肯定。其次，
新媒体发展迅猛。晚报微信通过策划“微粉学
车团”、“最美全家福”、“寻找最美孕妇”、“评选
读者满意教育培训机构”等活动吸引了大量粉
丝，目前晚报微信粉丝突破16万人次，远远超
出了预期。第三，经营增收有亮点。晚报四个
专刊顺利改版，版面效果和稿件质量得到提
升，广告吸附能力显著增强。策划的“达州首
届传统七夕文化节”、“晚报开启盛夏清凉之
旅，去黄水千野草场露营数星星”等活动，很有
影响力，开辟了新的广告增长点。第四，改革
工作深入扎实有效。经过大量艰苦细致扎实

的工作，各板块的改革方案已与每个员工见
面，上会讨论数十次，每个员工都签字同意，报
社党组已决定提交职代会讨论，报社全面改革
有望9月初正式实施。

面对报社取得的骄人成绩，全体职工代
表、列席代表欢欣鼓舞，对未来发展信心满
满。会上，讨论通过了《达州日报社广告经营
部门内部三项改革试点方案》《网络部整体并
入新媒体中心及新媒体中心改革方案修改意
见》《达州日报社行政后勤板块机构、人事和薪
酬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达州日报社印刷厂改
革试点方案》《达州日报社发行中心改革试点
方案》《达州日报社聘用制员工劳动合同管理
规定》及审议通过了明晰报社一名职工房屋产
权的议案。

会上，达州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
编辑何文均指出，此次职代会坚决贯彻党的
方针政策，从报社实际出发，科学地确定了
深化、完善报社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原
则，既充分体现出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
打破了“大锅饭”格局，又充分体现了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理念，切实
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增加收入、改善待
遇。同时职代会也充分发挥了职工的主人翁
精神，依法推进了报社的深化改革。对此，
他要求报社职工应形成报社深化创新发展的
强大合力，积极推动报社创新升级加快发展，
为完成好市委提出的“一个总体目标、两个定
位、三大战略、五大新格局”的目标做好宣传舆
论工作，发挥好职能作用。

（本报记者 彭凡珊）

达州日报社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讨论通过多项改革方案

据介绍，刘晋峰于2015年8月19日晚11
时30分，将一辆起亚牌小轿车停放在晋城市
开发区东谢匠小学门口后就回家睡觉了。8
月20日早上8点发现车辆被盗，随后向晋城市
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报案。8月21日，晋城
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

2015年9月，达州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一中队中队长李文洲在通川北路路检路查中，

查获一起未成年人驾车案，后因当事人逃脱，
此案陷于僵局。历经近10个月的查找和比
对，比对出此车系山西晋城市刘晋峰所有，由
于当事人登记电话变更后未及时更新，无法联
系到车主。后经多方努力，通过属地公安部门
才联系到车主。

车主在得知车辆被达州交警查获后，于8
月17日带着《机动车登记证书》及属地公安机
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委托书》、《车辆接
收移交证明》等全套办案材料从山西赶往达州
接收车辆。

8月17日，李文洲热情周到地接待了山西
车主，在手续完备的情况下及时发还车辆，在
得知车主要急于赶回山西的情况后，李文洲还
帮助检修车辆，加水加油，一路护送至达州高
速公路入口，再三叮嘱路上小心行驶，注意行
车安全。

临别时，车主握住李文洲的手久久不肯
放，连声致谢：感谢达州公安！感谢达州交
警！ （周丹 本报记者 李泽希）

小轿车丢失近一年
达州交警助山西男子寻回爱车

8月17日，山西晋城市的刘晋峰
风尘仆仆从山西赶往达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直属一大队，见到自己丢失了
近一年的爱车激动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