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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旻，是上海市浦东公安消防
支队防火监督处高级工程师。与身处灭
火现场的消防战士相比，我的工作中没
有惊心动魄的火灾险情，但同样需要智
慧和勇气；我的工作没有紧张激烈的灭
火演练，但同样需要耐心和热情⋯⋯我
相信，如果我多留一点汗，就能让火灾一
线的消防战士少流一滴血。防火监督虽
然不会直面火光热浪，但这同样是一线，
同样是在和我们的消防战士一起战斗。

炼就火眼金睛

“你就是火眼金睛，为什么你一来就
能看出问题呢？”

我日常巡检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
的问题。就拿不久前来说，我在上海浦
东一商场内巡检，商场负责防火的主管
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们是防火先进单
位，日常备有两台消防泵，而且切换正
常。我没听这一面之词，在打开消防泵
电源箱，看过之后，我立即说道：“为什么
只有一路电源供应？按照安全规定应该
有两路电。”然后，我又耐心解释了一遍
配置两路电的必要性，一番话之后，商场
负责人很快配置了第二路电。

在《西游记》里，孙悟空是在八卦炉
里炼出的火眼金睛。如今的各类建筑纷
繁多样，各种安全隐患层出不穷，这就是
考验我的八卦炉。

记得 20 年前我刚参加工作，在建筑
图纸审批之际我就感觉战战兢兢如履薄
冰，因为我深知这时的一个疏忽，就可能
成为日后的一个灾情；这时的一个误诊，
就可能酿成日后血与火的惨痛。因此，
深思再深思，成了我的日常状态。几年
前，有次我牵着三岁女儿的手出去购物，
由于心里想着一个建筑图纸的难题，竟
然忘记了手里还牵着女儿，独自走出很
远，直到听到女儿嚎啕大哭声，才猛然惊
觉。从此以后，每次出门，都是女儿拉着
我，而不是我拉着女儿。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
慎乎？”正是出于这种对于防火工作的
敬畏之心，我成了业界的“铁包公”。就
拿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外高桥保
税区宾馆来说，它因建筑结构和内部消
防设施存在“致命缺陷”被列为重大火
灾隐患整治单位。当时很多防火干部
都觉得整治难度大、整改时限紧而退避
三 舍 ，但 我 却 想 试 试 ，于 是 便 主 动 请
缨。在与宾馆管理方共同商讨、五订五
改隐患整改方案后，我们最终缩减了整
改资金的三分之一，实现了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双赢”。

当好“平安妈妈”

改正建筑防火中的错误，确实是一
个很痛苦的过程。对于这一点，我非常

清楚。但是当我用智慧和汗水消除了安
全隐患，当我用耐心和细致满足了百姓
需求之际。我感觉我通过努力和付出，
获得了市民群众的理解和尊敬。

设在上海浦东市民中心的消防服
务窗口，算得上上海最繁忙的窗口之
一，我和我的同事在这里平均每天接待
群众 90 多人次，接听咨询电话 40 余人
次，繁忙之际往往顾不上吃饭，甚至连
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浦东是创新
的地方，早在 1996 年，浦东就开设了全
国第一个消防服务窗口，我和我的同事
是第一批窗口服务员。这么多年下来，
我和我的同事已经习惯了繁忙，习惯了
快速解决各类难题。

2010 年 6 月的一天，一中年男子来
到窗口，申请办理某饭店投入营业前的
消防安全检查。由于他在店面装修时，
擅自改动建筑内部结构，而且未办理任
何备案手续以及施工许可手续，因此，
不能通过检查。此时，他顿时激动起
来：“我这个店才 500 平方米不到，自己
装修不就可以了吗？你们这不是便民，
是扰民！我不办了！”见此情景，我立
即上前，一面安抚他的情绪，一面解释
有关法规，“我们要给你办证，但是你
要按我们的要求办。”我这么说着，还
帮着他在整改思路上出谋划策，既节约
资金，又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一周之
后，该男子终于准备好了相关材料，随
后顺利地办理了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之后他对我连说：“多亏了你呀，多亏
了你呀⋯⋯”

类似的故事，在消防窗口几乎天天
上演。正是因为我们真正热心解决群众
遇到的实际困难，如今我们浦东消防服
务窗口远近闻名。不过，我认为，消防从
来都不是消防部门一家的事，如果能动
员大家一起参与消防，那我们的社会才
能真正安全。所以，在工作之余，我还将
大量心血灌注到社区消防公益事业上，
下班以后、节假日，我总是腾出时间参与
社区消防知识宣传。

有一次，我发现浦东区的一个小区
道路狭窄、固定车位少，导致堵塞消防
通道的事隔三差五地发生，严重影响了
小区居民的消防安全。居民怨声载道，
物业、居委会也是无计可施。我觉得这
事必须得解决，就想办法灵活运用消防
技术标准，给该小区停车难题开出了

“性能化”设计的良方。这有效解决了
居民停车和消防安全的矛盾，赢得小区
居民交口称赞。或许是源于我的热心
和专业，现在我被浦东几个小学聘为校
外“消防辅导员”，学生们也热情地称
我是“平安妈妈”。

虽然防火督查看似平淡无奇，但是
这里是消除火灾隐患的一线战场。如
今，排除防火隐患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
部分，越是钻研，越觉得这是一个迷人
的职业，今后，我愿意继续钻研下去，让
市民百姓多一份平安。

我是业界“铁包公”
□ 李 旻口述 李治国整理

1998 年，我带着从母亲那里学来的简单
织补技术，从老家河南商丘来到了北京，那年
我只有27岁。从单位下岗后，我也曾经干过
其他买卖，都没有成功。之所以选择干织补，
主要是因为这行本钱小，一套织补针、一个绷
圈、一把剪子，就能干活。原本只是想着挣点
钱回家装修房子，再置办点家电，没想到“越陷
越深”，一干就是这么多年，如今在北京也算小
有名气。

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织补和一般的缝补可不一样，讲究的是要
整旧如新。断一百根纱，我们就要补上一百根
纱，织补后的地方除了颜色有新旧差异外，所有
的纹路都要对上。你别看我这里有这么多种
线，那些都是用来刺绣的。织补用的线得从衣
服上就地取材，比如底边、裤兜等。

干织补，首先要学会做织物结构分析。织
物一般是由经纬纱线相互垂直紧密交织在一起
的。根据纱支的粗细和纹理的不同，有缎背、哔
叽、华达呢、满天星等许多种。纹理越复杂，织
补起来就越费工。碰上新的面料，就得一点点
地分解，面料要一根根挑，挑几压几，计算纹理
结构。最难的一次是织补一件缎背纹路的女式
上衣，纹路太密太细，我破解了一个多星期。现
在，市面上常用面料的80%我基本都能破解。

《红楼梦》里勇晴雯病补雀金裘的故事，让
很多人见识到了织补的神奇。用现在的眼光和
技术来看，晴雯的织补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
那时候的织物一般比较粗，不像现在的面料，越
来越精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织补用的针是
特制的，很细很细。我刚做织补的时候，上海有
家厂生产织补针，现在已经断货了。那时候面
料比较粗，细针用处不大，很多人就扔掉了。比
如29号针、30号针，直径都在0.3毫米以内，现
在市面上高价都收不来。没有这个针，很多精
细面料就织补不了。

送到我这儿来织补的衣服，有的是因为保
存不善被虫蛀，还有的是新衣服被刮破或者烟
烫，主要是西装西裤、羽绒服和毛衣，一般都是
价值比较高的服装，奢侈品牌的也不少。如果
衣服本身价值不高，织补不划算，我会建议顾客
刺绣或者找普通裁缝店加工一下。

衣服不仅仅是一件物品，上面还承载着很
多情感和记忆。比如结婚等人生特殊时刻穿
的，亲朋好友送的，不惜代价也要保留。织补
好这件衣服，其实也是在帮顾客留住一段念
想，一份情谊。我还记得，曾经有个小伙子送
来一件毛衣，被虫蛀得很厉害。我觉得破成这
样，没有织补的必要了，但是小伙子坚持必须
织补，因为送他这件衣服的亲人已经不在了。
还有一个老太太，织补了一件年轻时出国留学
买的衣服。

因为技术过硬，我现在80%的客户是洗衣
店和改衣店，也有很多顾客慕名而来。有的顾
客一看我是个男师傅，店面也只是长安商场旁
牡丹旅社半地下的小小4平方米，还会觉得有
点小意外。一件衣服拿过来，首先要看衣服本
身值不值得织补，然后再根据纹路的繁密、纱线
的粗细、破损的大小来确定价格。现在我每天
在店里的时间是从上午11点工作到晚上7点，
下班回家再干到晚上12点多。只有把第二天
要的活干完，才能踏实睡觉。

我这人爱安静，干织补让我能静下心来学
很多东西。这些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市
场的需求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比如说羽绒服
没法织补，我就增加了机械刺绣项目。没有美
术基础，我就自己学着画。一只蝴蝶，一天画
不好，十天还画不好吗？机械刺绣的图案不够
丰富，我又增加了电脑刺绣，花了整整一年时
间自学。如今制版、操作、机修的活，都是我自
己干。织补的刺绣和普通刺绣不一样，需要定
位，顾客都希望越小越漂亮，一厘米的洞不能
盖成两厘米。我们要沿着破损的边缘绣，大了
顾客不满意，小了就掉到洞里了。

做织补这行，收入还是很不错的，一件衣服
收几百几千元的织补费很正常。现在干织补的
人不少，做精的不多，市场良莠不齐，有些所谓
的织补，补好了就像一块疤。很多老百姓可能
一直没有机会见识到真正的织补。

我现在带了不少徒弟，基本上全国各大城
市都有。我经常跟他们说，要想干好织补，除了
技术之外，最关键的还是要有耐心和细心。我
们是手工劳动，弄虚作假干不了，偷工减料也干
不了，必须踏踏实实地干，才能出活。懒散很难
长久。

织 补 ，

让我静下心来

□ 李洪权口述

熊 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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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安蓉，今年已过七十，是咸
宁市咸安区李沛村泉塘葛人。在农村
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是个地道的农
民。我没什么文化，但我希望孩子们多
学点文化。有文化总比没文化好。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农村
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有的在湖北精华
公司上班、有的忙于农务，情况各异，
但都不能保证每天能接送小孩上下学，
孩子安全就成为了最大的隐患，前些年
就出现过多起安全事故。作为留守部队
的一员，我护送孙女上学让外出打工的
家长找到了出路。

因我所在村湾与两位孙女就读的
李沛小学相隔三四公里，之间只有羊
肠小道可以来往，道路崎岖不平，一
遇下雨更是泥泞打滑，走路艰难，更

何况是小孩呢!加上一路走来，经过一
片茂密树林,趟过激荡的流水，越过几
口水塘，小孩走路，打打闹闹，十分
不安全。

四年前，因为担心小孙女上学路途
艰难危险，我开始了护送之旅，一日三
个来回，往返一天24公里，中午还得
提着孩子们的盒饭去学校。但我风雨无
阻，从未间断。

都说人老了，不中用了。可是我却
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打工的夫妻不便
带孩子外出，看着我送孙女上学，就纷
纷请我帮忙护送孩子上下学，我的护学
队伍就慢慢庞大了起来。我总是想，放
一只牛也是放，放一群牛也是放，还是
帮帮年轻人，让他们多赚钱吧，这样，
我这个7旬老妇多活一天就有价值了。

我这一坚持就是4年。
原来泉塘葛村湾共有七八个小孩在

李沛小学读书，留守孩子居多，出于小
孩安全考虑，我主动承担起护送村湾孩
子上学的任务。这4年里，我送的泉塘
湾孩子有增有减，但从未发生一起孩子
失足落水、打架斗殴、人身安全受侵犯
事件。村里人笑我这几年后背挺拔、眼
神坚定，不像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太
太，但看我满脸的皱纹、蹒跚的步伐、
拄着柴火做的拐棍才知我真的老了。

中午，我早早地在校门口等待，
带来从各家带来的饭菜。校门一开，
孩子们便向我围拢过来。我打开提着
的布袋，仔细分发孩子们样式不一的
盒饭。最后剩下一个最大的碗，里面
盛着米饭，上面只有一层盖着的腌

菜，我祖孙三人就围着大碗吃起来，
村湾其他小孩也围在我身旁津津有味
地吃着饭菜。虽然很简单、很清淡，
可大家却吃得很开心。

下午放学了，除了帮孩子们整理
书包和衣服，我还得安排孩子们排好
队，不要走散了。一路上提醒孩子们
往路中间走，小心水坑，唠叨不停地
带孩子们回家。

双溪桥镇李沛小学校长朱瑞锋说我
的事迹已经传遍了附近村湾，现在大
家都知道有一位奶奶终年如一日护送
孩子们上学，成了学校一道最亮丽的
风景线。

听了这句话，我真的好开心。老有
所用，老有所为，因为我的坚守，给村
湾孩子们上下学上了一道安全锁。

给孩子们上学加道安全锁
□ 张安蓉口述 胡剑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