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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就业行业外卖送
餐员、网约车司机从业人员不断
增多，行业中的问题也更加凸
显，成立新就业形态工会联合会
显得更加迫切。为更好服务外
卖配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荣巷
街道工会对辖区内新业态行业
进行摸底调查，积极推进新业态
劳动者建会入会工作。8月3日
下午，荣巷街道工会在太康社区
会议室举办荣巷街道新就业形
态暨无锡恒元盛滨湖万达（奥林
家乐福）站工会成立仪式。

仪式上，美团外卖站点工会
主席介绍站点工会成立筹备情
况，荣巷街道工会主席薛莉娜宣
读关于同意成立无锡恒元盛滨
湖万达（奥林家乐福）站工会委
员会的批复，向美团外卖站点职
工代表赠送三合一互助保障和
防暑降温用品，为美团外卖站点
职工筑起一道抵御意外和大病
风险的坚实屏障，为酷暑中的他
们送去一份清凉。

下一步，荣巷街道工会将积
极发挥工会组织的沟通桥梁作
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和方式，
落实关心关爱工作，注重倾听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心声，及时精
准提供优质服务，全心全意办好
事、解难事、做实事，真正成为新
就业形态工会会员的“娘家
人”。 （刘洋）

“理想的双桨，捧起祖国的太
阳。同一面的旗帜下，我们排成行
……”在经开区华庄街道万欣社区
里，居民们经常能听到铿锵有力的
红歌大合唱。这支“万欣悦乐合唱
团”由71岁的丁恒山自费创办，给
社区的老年人带来了欢乐，也渐渐
成为一支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社区文化团体。

“丁老师来自黑龙江，为人特别
热心。这个合唱团从无到有，都是
他组织起来的。”万欣社区工作人员
王璇介绍，丁恒山退休前是一名物
理老师，在三十多年的从教生涯
中，曾被评为地市级优秀教师。因
从小爱好音乐，丁恒山在工作闲余
时自学音乐方面的理论知识，也学
会了萨克斯、二胡等乐器。“丁老师
刚来无锡时，社区还没成立，更谈不
上老年活动场所。他主动同大家商
量要在社区组织开展文艺活动。这
样既能让大家互相认识，也能通过
活动来充实生活。”于是，丁恒山用
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退休金，
自投一万四千多元购买了音响、电
子琴等设备。2018年2月，丁恒山
和爱人用自己的三轮车，将两个大
音响和电子琴等设备从家里搬运到
小广场，为自己的合唱团做起了宣
传。动人的歌声很快吸引了周边居
民的围观，也吸纳了第一批合唱团
成员。“社区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新
无锡人，老家远在新疆、云南、贵州
等地。大家因为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相识，在一起唱歌不仅很开心，遇到
什么生活上的困难还能一起交流，
就不觉得孤单了。”丁恒山说。

随着“万欣悦乐合唱团”的发
展，参与各级演出活动的机会越来
越多。活到老，学到老，为了提高合
唱团的整体演唱水平，丁恒山不断

学习，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同时，利用
各种方式向合唱团成员传授声乐理
论和演唱技巧。从简谱到发声，再
到具体歌曲的编排教唱，丁恒山始
终亲力亲为。“疫情期间我们不能聚
到一起排练，丁老师就让女儿教他
在家里使用网络，利用网络进行教
学，每周三次课，从不间断。”丁恒山
的坚持与负责是身边人有目共睹
的。采访中，合唱团成员回忆，
2021年12月22日是合唱团的活动
日，也是合唱团参加无锡市老年春
晚海选的节目彩排。早上起来丁恒
山虽感到身体有些不适，但作为合
唱团唯一的伴奏、策划和指导，他还
是和往常一样早上8点40分准时
到活动室，带领合唱团成员进行节
目排练。排练结束后在回家的路
上，丁恒山感到剧痛难忍，被120
直接送到了医院，诊断为急性胰腺
炎。哪怕在住院期间他仍放不下
合唱团的排练。“在医院的 11 天
里，丁老师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我们
排练，电话、微信、视频，所能用到的

工具和方法他都用了，我们都特别
感动。”就这样，合唱团的成员们齐
心协力，尽心排练。在海选比赛中
受到了专家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
获得了参演资格。

“我们的合唱团以唱红歌为主，
像《红旗颂》《歌唱祖国》等都是拿手
的，我们也会一直坚持这个特色，争
取登上更大的舞台。”五年多来，丁
恒山带领他的“万欣悦乐合唱团”共
参加了三次无锡市老年春晚和各类
文体宣传活动，获得了各种荣誉，合
唱团成员最高峰达到了90多人。
这支来自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在丰富
社区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用红歌的
形式传播着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毛岑岑）（受访者供图）

8月3日上午，南苑新村23号里
的“衣心益艺”残健融合公益市集活
动中，除了理发、医疗等诸多免费活
动外，还有一堂超享受的盘扣学习
课，让很多残友感受到了中国技艺的
美好。

“圆环要卷得差不多大，手不能
捏得太紧，也不能太松”，当天制作盘
扣的老师潘红娣细心地指导大家一
步一步做盘扣。来自清名桥街道的
残友王琴表示，自己的脚走路不便，
但坐在那里制作盘扣没有问题，如果
能学会，感觉又多了一项本领。

潘红娣说，自己的母亲就会做盘
扣。她1983年进入无锡一家中式服
装厂，其中有五六年就一直在做盘
扣。后来厂里改做外贸产品，她就暂
停了盘扣制作。2016年退休后，她
才拾起了这个昔日的爱好。她把制
作的盘扣放到惠山古镇去出样，有一
些社会组织看到了很惊奇，邀请她去
制作示范，她的盘扣技艺才有了展示
的地方。

制作盘扣前，先要沿着布条45
度的纹理剪布，然后根据需要缝合，
再把毛边翻进去，形成纽袢条。这些
纽袢条经过编盘、抽拉、调整、钉缝等

阶段才能制作出一档公母组成的盘
扣，里面涉及了穿、插、折、盘、包、缝
等多种手法。潘红娣会做20多种盘
扣，有蝴蝶扣、葫芦扣、桃子扣等。一
档盘扣如果从裁布开始算起，熟手也
要花上1小时，如果新学者，要花上一
天时间。

不过，潘红娣表示，学会了基本
手法后，盘扣的外形可以随意赋形，
根据材质、衣物制作出千变万化的扣
子。盘扣被称为最美的中国符号之
一，也是一种非遗，潘红娣前些年还
想申请非遗传承人。但转念一想，各
种申报比较麻烦，她把自己定位于守
艺人，守住一门技艺，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发展。目前无锡有12个人跟着
她学盘扣，其中有3人已出师。

最近几年，她自掏腰包，买了各
种材料到处授课。她经常会带着这
门技艺走进社区，在一些中小学甚至
大学担任课外辅导老师，教年轻一代
制作盘扣。大家有时觉得盘扣可能
在旗袍之类的中式服装上应用较多，
现实的应用较少。为此，她想了很多
办法融入生活。厨房擦手布的挂绳
用盘扣来做，感觉一下子有了古典的
美感，在折扇、遮阳伞、零钱包上做成

一个小吊坠，让人眼前一亮。甚至钥
匙上挂一个小盘扣做装饰，顿时变得
优雅了。她常把这些作品送给别人，
只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爱上盘扣。“如
果要和衣物最配，当然是自行制作的
手工纽袢条色彩和材质是最好的”，
潘红娣表示，每一种盘扣的款式、色
彩、题材都传达了中国人特有的审

美。
静下心来做盘扣，能够感受到自

己的灵魂和身体的同步，节奏会变得
慢下来。潘红娣说，她常在那一刻回
味与母亲相处的时光。未来，她还准
备结合时令和节庆，制作一些“寿”

“喜”等字形的盘扣，让更多人爱上这
门技艺。 （晚报记者 黄孝萍）

这样的公益课是真享受——

在盘扣里感受中国技艺之美

丁恒山：用红歌唱出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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