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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棉絮依旧逗人爱

只见老板黄长全手拿牵线棍将长长的白线一
杆杆快速地甩给妻子，妻子接线后又立即挂在木
架四周的小竹棍上，动作快如闪电。

“好麻利哟，一个像在甩竿钓鱼，一个像在表
演插秧舞，太有意思了。”“这是手工拉线棉絮，达
城一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门市外不少市民围
观看稀奇。

“手工拉线棉絮真的质量好，盖起舒服贴身，
特别是老年人最适合，喜欢的人也多。”当社区记
者拍照时，一位大妈笑着说，是该宣传报道一下，
不然这门手艺快要失传了。

线牵完后，只见夫妇俩又将雪白的棉花平铺
在上面又铺上几道线，最后两人各拿一根20多公
分长的钢针对棉絮锁起边来。

“手工拉线架子棉絮做法是要复杂些。”黄长
全说，先在木架上要牵一道大筋线和四轮小线，然
后根据要求铺上棉花，在上面再牵一道大筋线和

四轮小线，棉絮做成后还要锁边，锁边后再放到揉
压机上反复进行揉压才算完工，做床棉絮需要两
个多小时，每天能做六七床。

“现在年轻人多数是在超市商场买棉被，但不
少中老年人还是喜爱我们做的手工拉线棉絮。”
老板娘徐龙美说，做出的棉絮质量全是大家口碑
传出去的，所以每天生意还是很不错。

15岁学弹棉花

“我老家在渠县乡下，今年52岁。”黄长全兄
弟姊妹6个，自己排行老四。5岁时父亲便离世，
15岁时母亲也走了，从那以后，他不但起早贪黑
做农活，还要照顾较小的弟弟和妹妹。为了生活，
1982年便来到达城小红旗桥拜师学艺弹棉花，7
年后返回老家渠县边弹棉花边做农活，10年后又
来到达城租门市弹起棉花来。

“他一辈子是苦命人，吃苦耐劳，爹妈去世早，
自己未成人还要照顾弟妹们。”徐龙美说，直到弟
妹们结婚前都是同自家住在一起。“父母不在，长

哥当父，长嫂当母，这是责任和义务，理所应当。”
黄老板笑着说。

三十多年辛苦有回报

夫妻养育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成家后在重庆
买了套新房，黄长全在北外旭日苑也买了套住房，
这间门市也是7年前自家买下的，虽然与老伴辛
苦劳累几十年，但苦日子终于熬出头，现在两口子
年纪还不算太大，再干十几年多积攒些钱好养老。

“你们千万莫关门，不然买手工棉絮就再找不
到人了。”一位环卫大妈说，自己家里一直是盖他
们弹的手工棉絮，盖起舒适热和。当社区记者准
备离开时，又有两位大妈与一位中年女士前来定
做棉絮。

“我们是南城过来的，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
这，都说你们弹的手工拉线棉絮质量好，我们也来
定做两床试试看。”一位大妈笑着说。

□本报社区记者 赵明阳

“千万莫关门 不然买不到手工棉被了”
把棉花弹松软、手工铺棉胎、缝制棉被，

以前每逢新人结婚或要入冬时，家里的老人
都会请来匠人手工缝制几床大棉被，现在这
种情形越来越少见。记者在北外野茅溪路
的一家专做“手工拉线老式架子棉絮”的小
门市里总算找到了这门“老手艺”。

三峡，永远是一幅美丽的画，给人无限震撼，消解心中杂念，这是每个人一生
至少应该去一次的地方。

如果让您乘坐在一艘巨型游轮之上，遨游在波光旖旎的长江，观赏秀美依存
的瞿塘峡、西陵峡、巫峡，游览张飞庙、白帝城。同时亲眼目睹三峡大坝这条享誉

世界横卧于长江的巨龙，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旅程！
为了感谢读者多年的关心和守望，《达州晚报》与报业旅行社共同发起“千名

读者游三峡、明年晚报送您家”回馈活动。只要报名参加以下任何一种三峡旅游
行程，我们就帮您赠订明年的晚报。

千名读者游三峡 明年晚报送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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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拉线棉絮”已经快淡出人们的视线，而在野茅溪有家小店延续着这门“老
手艺”，还吸引着来自南城的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