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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鼎国际为了能让更多会员认知纯羊奶粉，会辨别劣质

配方奶，而且能喝上无任何添加配料的好纯羊奶粉。

今日起，原价 198 元/桶的纯羊奶粉，现体验价只需

19元/桶！每人限购十桶。前 200 名体验者再

赠送价值158元大鹅蛋一桶/16个！
另外体验者可凭两个正规羊奶粉空盒兑换价值

144元的瓶装水一箱（24瓶）！

好消息

报名时间：7月 19 日 — 7月 23 日 8：00—18：00

订购热线：0510- 83508985 66881520
广告

本报讯 宜兴铜官山南麓
的铜山村有个吴老板，尽人皆
知。吴老板叫吴志军，主业是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假山景观工程
以及苗木培育、种植、养护等。村
民从吴老板的公司获得了劳务收
入、销售绿化树木收入，农户们因
此有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在铜山
村村民眼里，吴老板成了“发财
树”。

铜山村社会面貌比较复杂，
当地村民习惯用闽南语、湖北方
言和宜兴话开展交流。一个交通
相对闭塞的山村，有多个袖珍“方
言岛”。全村总人口达到7500余
人，属于宜兴丘陵地区的人口大
村之一。由于铜山村山地多，耕
地面积少，种植绿化树木成为当
地村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选择。因
为这个，吴志军和他的宜兴云志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不仅成为
铜山村开展农副业生产的龙头企
业，而且铜山村也成为他壮大事
业基础的重要阵地。

吴志军的老家在铜山村隔
壁村上。1966年出生的吴志军

在青年时投身于制造业，直到
40多岁，他选择了在家乡创办
绿化公司，在铜山村扎下了根。
吴志军做的园林绿化工程越来
越多，市场反响良好，吴志军也
因此积累了不少财富。在事业
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他始终牵
挂着村民，公司用工悉数来自铜
山村，承接的绿化工程所需绿化
树木全部从铜山村农户手中采
购。铜山村困难户吴茂盛老人
体弱多病，家中种植的香樟树疏
于管理，成了“柴禾树”。吴志军
闻讯后，明知这些树木不能作为
工程苗木使用，仍然以8000多
元上门收购，通过高枝截干后另
行壅土培育，两年后才派上用
场。在吴志军的绿化公司务工
的铜山村村民，经过系统培训，
如今业已成为苗圃管理和园林
绿化施工的行家里手。不仅如
此，铜山村农家生产的茶叶、笋
干、红薯等大量的农副产品，也
经由吴志军上门收购，为村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陈朴、何小兵）

宜兴铜山村振兴小能人
吴老板成了村民眼里的“发财树”

对于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的阿姨爷叔辈们来说，社区
的服务站曾是温暖的回忆，在服务站里，修伞、缝补、理发、
照看小孩等是早期的服务内容，外套、书包、枕套破了，首先
想到的不是更换，而是修补。如今，在山水湖滨花园社区就
有这样一个热衷缝纫的阙柳仙阿姨，3年多来，无论刮风下
雨，每到周四，这个“缝纫便民小铺”都是热闹的所在，阙阿
姨的巧手让勤俭持家之风和温煦人情重又拂面而来。

位于山水湖滨花园一期的“缝纫
便民小铺”开张有3年多了，最近因为
疫情还没有完结，这个位于负一楼的社
区便民服务点就改到了阙柳仙二楼的
家里。

“这块枕套的绣花我很喜欢，能
不能帮我处理一下哪！”17日下午正
好是周四，是便民小铺雷打不动的服
务日，前面一栋楼已经七十多岁的老
太来找阙阿姨帮忙，只见这块白色枕
套的正面都是绣花，因为用的久了，
大部分刺绣满是破洞。阙阿姨想了
想：原样缝好是不可能的了，她找来
布料类似的淡粉色棉布，原来的满绣
转换下风格变成拼接，正中间部分拼
了块三角形的格子细棉布，整体很有
年代感，清爽大方。老太非常满意，
阙阿姨拿出全套缝纫工具，量好尺寸
咔嚓几下大剪刀，随后在缝纫机上来
回踩几下，修改版的枕套没多久就搞
定了，心细的她还做了个一样的“备
份”枕套，方便老人替换使用。

除了弄枕套，阙阿姨当天还为一
位阿姨改小了新买的弹力裤子腰围，
几下捯饬，对方试穿了下，称心满意，

“买的时候喜欢这个花色，又没有小
点的尺寸了，想着社区有个啥都会的
阙阿姨，这不一下解决了！”

居民们都说阙柳仙手很巧，简直
就是缝纫界的“老中医”，不论服装的
大改小，长改短，还是小变大，都有完
美的解决方案。有难度的如真丝衣
服小改大，她也能完成。上周一位居
民发现自己比去年胖了不少，喜欢的
一件真丝上衣不好穿了，因为是很久
前商场买的，衣服并没有多余的面

料，阙柳仙灵机一动，将袖子下摆处
裁开，加了片弹力材料，穿衣服时举
手投足完全不受影响，外观也和先前
一样，更灵的是，修改的痕迹“天衣无
缝”。另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因为
怕冷，心心念念要在一件常穿的旧外
套里加一层保暖夹层，之前也找了好
些手艺好的开店裁缝，但没人敢接
单，“处理麻烦呀，不好收费很贵，又
是旧衣服。”老太的女儿找到阙柳
仙后，她大胆裁开袖子，量
量剪剪裁裁，一个下午
就帮老太免费整好了
这档相对复杂的活
计。

不但技巧一
流，她的态度也如
春风般热情，更要
紧的是，缝纫所用
的各色线、松紧带、拉
链等多种布料、辅料都
是阙阿姨多年来购买积攒
下来的。在临时工作室里，除了缝
纫机，还堆放了不少花色各异、厚薄
不等的布料，一捆捆码在墙边，视上
门客人的需求来选择用料。“好些社
区的年轻人喜欢在网上买衣服，改大
小、装隐形拉链或暗扣，都行！”所以，
阙阿姨的社区小铺超忙，每周四下午
的固定接单日，让她忙碌而充实，家
里的客厅为此门庭若市。实在忙的
时候，怕邻居们久等，阙阿姨还找来
同样热衷缝纫的发小徐阿姨，徐阿姨
从上马墩转两趟公交来到山水湖滨，
这份小时的邻里情、发小情，让这个
便民小铺愈发温情洋溢。

阙柳仙15岁就迷上了缝纫，作
为家里的长女，不但喜欢给自己做衣
服，还喜欢给兄弟姐妹做裁剪缝纫，
家里弟妹的秋裤、棉布大裤衩、邻居
老人穿的夏背心等，都是她操刀。她
在国棉二厂上班做质检，常利用中午
厂休的20分钟空档帮工友们量尺寸
裁衣服，她不但会踩缝纫机，还会打
版、敲边等所有服装厂流程的技术工
作。这个习惯和爱好一直伴随到现

在。
“姐刚把我的新百伦

运动鞋上的织物破洞处
理好，一点也看不出痕
迹！”阙柳仙的妹妹不
住山水湖滨，时常也
会带着改衣、织补需
求上门找姐姐习惯性
处理。山水湖滨花园

社区距离市区和周边的
商场有距离，对于没有私

家车的老人来说，修个拉链、改
短裤管或者拷个边，甚至做些夏背
心、家居裤之类老底子的生活日常
需求来说，时下实现实不易。阙阿
姨在社区成立便民小铺前，已经帮
邻居们做缝纫四五年了，那时她家
住靠马路的楼栋，很多本社区和太
湖国际社区的不少居民都知道她的
手艺。山水湖滨花园社区里老年人
也不少，尽管家里条件优越，依然保
持了勤俭持家的习惯，不轻易浪费
和丢弃家里的旧衣服，这些经历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紧凑日子的，从
多子女家庭、穿过补丁衣服长大的
一代人，今年59岁的阙阿姨特别理

解和尊重他们对于“不合身衣服”不
轻易扔掉的选择。

这个不领工资的缝纫志愿者阙
阿姨是偌大的社区内最热情的“隔壁
阿姨”，比如刚刚花了两个多月帮一
位邻居用不同的涂层材料更换了电
动按摩椅上的破碎皮面，“如果不想
办法换掉外层，这几万块的按摩椅就
成废品了，可惜哦！”通过复杂精细的
替换、重新打样、一块块拼接上座，按
摩椅得以“妙手回春”，让椅子的主人
感动不已。

社区环境宜人，但出门有点绕
路，出租车很少，阙阿姨时常利用自
己会开车的优势，帮助一时打不到车
的邻居义务送个路接个娃；还帮高龄
老人上门做过饭；楼上邻居的孩子没
人带，白天阙阿姨也会帮着仔细照
看，孩子的公务员父母工作忙碌，但
对阙阿姨是一百二十个放心，“小姑
娘平时在幼儿园午睡都不踏实，到阙
阿姨这里带一阵，午睡习惯都好了。”

“我特别怀念老底子里的便民服
务站，师傅们技术精湛，与人方便的同
时洋溢着热情真诚的氛围，现在虽然
时代不同了，但能用自己的能力为社
区尽点平凡之力，让自己的退休生活
更有寄托，开心！”这个不爱广场舞、不
会打麻将的阙阿姨爱俏，也为别人的

“俏”带去方便和热力！
（晚报记者 陶洁／文、摄）

居民们称这位“隔壁阿姨”为缝纫“老中医” 把兴趣变成别人的方便

“隔壁阿姨”
延续服务站的温煦人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