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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2日晚上，以
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
号载人深潜器在马里亚纳
海沟首次探底10909米为
题材，无锡市歌舞剧院原
创舞剧《10909》在无锡大
剧院倾情上演，用艺术化
的表现形式生动展现这一
具有世界影响的“无锡故
事”。

随着屏幕上显示的温
度和压强持续上升，演员
在球形装置上舞动频率不
断加快，翻滚、旋转、倒挂，
用具象的表演呈现身体在
球形载人舱中所承受的压
力，一幕演完，掌声雷动。

“我听说过‘奋斗者’号是
我们无锡的骄傲，这次来，
就是想多了解一点它背后
的故事”，四年级的邢书梦
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剧
场，对“奋斗者”号了解并
不算深刻的她充满了求知
欲，对每一个情节和装置
都好奇又惊喜。

舞蹈编排中，充满了
生活化的细节，梳头、刷
牙、攀爬装置时的搭把手、
久久伏案后的健身操……
都让这些角色分外鲜活而
生动。为了呈现出科研工
作者的真实状态，扮演设
计师的王媛在演绎角色之
初做了不少功课。通过研
究资料、观看纪录片，王媛
为角色设计了很多细节，
希望把科研工作者活灵活
现地以舞剧人物的形象展
现给观众。

舞剧的主题曲更是邀
请到了曾创作出《人世间》
的黄金三角——著名歌唱
家雷佳、作词人唐恬、作曲
人钱雷，来创作和演绎。
无锡市歌舞剧院院长葛丹
绮介绍，在舞剧和主题曲
的创作中，更希望呈现出
科研工作者的温度，回归
到普通人的身份上。在和
词作者几次碰撞、修改后，
最终确定了《人的一生》这
一主题，“以花火喻一生，
致敬 10909 这个数字背
后，所有奉献一生的国之
重器科研人员们，是他们
为世间点灯，为我们探索
着大洋深处的奥秘，创造
出中国乃至世界的奇迹。”

“在我们无锡山水东
路的太湖实验室大楼，半
夜里经常可以看见亮着灯
光的房间，和舞剧中呈现
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演
出谢幕的最后，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
究所载人深潜的科研工作
者走上舞台，掌声久久不
息，他们是本场演出的特
别来宾，更是这场舞剧的
原型。所长何春荣看完首
场演出后，感动不已。剧
中的一幕幕情节，让他回
想起了“奋斗者”号研发
时，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欣赏到舞蹈工作
者用艺术的方式把科研工
作以及科研工作者的生活
展现得如此生动。”
（陈钰洁/文 张嘉硕/摄）

为进一步做好“119”
消防宣传月工作，增强社
区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技
能，提高社区消防安全管
理水平，梁溪区北大街街
道消委办联合志愿者走进
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
训活动，为构建安全和谐
的社区环境添砖加瓦。

（梁宣 摄）

“裁衣服了、修拉链
了、补破洞了……”曾经，
在无锡的街头巷尾总能听
到手艺人嘹亮的吆喝声，随
处可见修理摊。如今，随着
城市的变迁，这些场景已渐
渐远去。近年，多个城市开
始打造“小修小补”服务摊
点，打造“一米工坊”服务品
牌，让老手艺人规范有序地
融入城市发展进程中，为居
民生活提供便利。稻香社
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22年稻香路片区老旧街
坊更新计划开始，社区里的
手艺人为了给连片搭建的
脚手架让出空间，纷纷躲进
了巷子里。如今改造已经
初见成效，稻香社区挖掘整
合社区匠人特色，搭建网络
平台加大宣传，深化打造

“布局规范合理、服务
多样丰富、商居和谐共
融”的15分钟便民生
活圈，积极打造箱包维
修等“小修小补”网点

设置。
“干这手艺大半辈子

了，以前摆摊修鞋总感觉
‘名不正、言不顺’，现在街
道社区打造了这块专属
地，心里一下子就踏实
了。”卞金妹笑着说。
（晚报记者 马晟/文、摄）

网红巷子里
藏着多位老手艺人藏着多位老手艺人

在稻香路水秀菜场旁有一条“网红巷子”，一群
手艺人每天都会在这条巷子里排排坐，面前摆着缝
纫机，身侧则是“百宝箱”。她们一坐下就是一整
天，裁剪衣服、修补破洞、重装拉链纽扣，十分忙
碌。大部分手艺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此摆
摊，对于她们来说“小修小补”事虽小，却是家传手
艺，也是周边居民的生活刚需。

早上7点，75岁的卞
金妹就早早开始摆摊，检查
缝纫机运作是否正常，看看
包里针线布料是否齐全，计
划一下一天需要缝补的工
作……卞金妹头戴着很潮
的鸭舌帽，思维活跃说话风
趣，很受居民的喜爱，生意
也一直很不错，“我们早上
7点到，晚上天黑收摊，天
天如此”。手艺人大多已到
岗，半小时后陆续有顾客上
门。“我的拉链坏了，拉不上
了，快帮我看看。”一位小伙
子拿着一件牛仔外套，拿给
卞金妹查看，因为着急想穿

上上班，显得有点惴惴不
安。卞金妹将衣服铺好，检
查多次后发现是拉链托底
部出现了问题，随后用老虎
钳将其扳正，并上了蜡烛
油，5分钟就将问题解决
了。

56岁的曹红霞在卞金
妹的隔壁，她一坐下就没有
停过，一边拿着衣服细细查
看，一边皱着眉头喃喃自
语，原来客人的红色大衣因
为袖子太长需要修改，但袖
口处的蕾丝边和纽扣却是
相连的，不容易处理，“今天
还有3件衣服要修改，两条

裤子要改短，有点忙。”坐在
巷子口的莫金娣擅长毛衣
织补，67岁的她既没有缝
纫机，也没有百宝箱，只有
一把椅子和一大包针线，

“在羊毛衫厂里做了30多
年，在这摆摊做了20多年，
做了一辈子的细致活。”莫
金娣虽然戴着老花眼镜丝
毫不影响手里织补的动作，
用勾针将隐藏线挑出来开
始织补，原本毛衣上手指盖
大小的洞，瞬间就缝合在了
一起，“织补毛衣主要看洞
的大小，有的洞太大了，需
要时间就很长。”

卞金妹、曹红霞等就开
始在这里摆摊讨生活，其他
手艺人与她们的经历十分
相似，下岗没有工作却还要
养家，小修小补对市民来说
是一种生活需求，但对手艺
人来说，凭着一身技艺谋得
温饱。“我现在是摊主，很骄
傲的，而且这条巷子火了
后，我们都成网红了，慕名
而来的人很多。”卞金妹表
示，在大众点评搜“无锡便

民服务点”，就可以搜到这
里了。

补一件衣服收费多
少？“看具体的工作量以及
用的材料，一般收费从5元
到30元，当然有时候能顺
带做掉的，也就收个2元，
都是老客户。”卞金妹笑着
说。记者观察后发现，短
裤、圆领衫撬边3元左右，
换拉链则是8元左右，衣服
裤子改短缝补10元到15

元，织补毛衣基本在15到
20元。曹红霞告诉记者，
她们接到最多的活，无非
是衣服裤子改短、纽扣拉
链重新装，或者是松紧带
长短不合适、牛仔裤或者
羊毛衫破了洞等。“很多人
都喜欢网购，买来的衣服
鞋子总是没那么合身，确
实很需要改衣服这类服
务。”在摊位前修补毛衣的
居民王女士说。

构建平安和谐社区

从早到晚 手艺人分分钟接活

价廉物美 2元到30元价格，修补技艺杠杠的

便民生活圈 让社区里的老手艺人更踏实

跟着“奋斗者”号“深潜”万米海底

舞剧《10909》震撼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