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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水市区报社街附近的小胡同
里，有一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服装修理
铺。当下正值换季，铺里缝纫机的“哒
哒”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换拉链、扦
裤边、改款式……与服装打了 20多年交
道的曹清涛和孟德品夫妻俩凭着灵巧勤
劳的双手，精细的做工，把小生意经营
得有声有色，小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

“实在不好意思，这几天活儿多，咱
们改天再聊。”近日，记者先后两次到服
装修理铺去采访曹清涛和孟德品，却接
连被拒，原因是忙得没有“档期”。近段
时间，每日清早铺子一开门，妻子曹清
涛便坐在缝纫机前一刻不得闲，登门修
改衣服的人络绎不绝。

4月 12日上午，气温骤降，铺里的
生意也降了一点热度。夫妻俩终于能利
用闲暇时间向记者讲述那些平凡却奋斗
不息的岁月。“俺们都是邢台人，20多年
前到衡水谋生。”丈夫孟德品忆起往昔发
出几声叹息，“不易啊，最难的时候都挺
过来了。”初到陌生城市，孟德品一路摸
爬滚打，蒸过馒头，卖过酱菜，干过婚
庆，赔的时候兜里只剩 50元钱，赚的时
候一个月入账几千元。

无论多苦多累，两口子都嚼嚼咽进
肚里。因为，他们认定，只要人不懒，
就不会一直受穷。孟德品说，初到衡水
的三四年间，他每天凌晨3时都会蹬着三
轮车，拉着600多斤的酱菜去赶早市，下
午在报社街沿街摆摊。

后来，孟德品意识到，马路市场终
将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被取缔，必须尽早
另谋营生。“不怕买卖小，只要有社会需
求就能赚钱。”怀着这份朴素的认知，孟
德品决定让妻子“重操旧业”修改服
装。于是，一个几乎全年无休的服装修
理摊就这样支起来，一干就是20年。

万事开头难。起初，没有固定的店
铺，夫妻俩全部的家当就是一辆三轮
车、一台缝纫机。冬天，寒风凛冽，孟

德品为给妻子御寒，搭起简易的围挡，
曹清涛每天“全副武装”，把自己包裹得
严严实实，唯独露着一双冻得通红的

手。每天午饭，她总是老三样，馒头、
面条、大饼，草草果腹。为了多干点活
儿，她每天清早出摊，直到晚上才收
摊。缝纫机针高频运作，一不留神就穿
透手指，鲜血直涌，曹清涛永远忘不了
那种钻心的疼痛。

时光不会辜负所有辛勤的耕耘。靠
着积攒的口碑，服装修理铺的回头客越
来越多，“每次有顾客夸我活儿好，心里
就特别高兴，被人需要也是一种幸福。”
曹清涛说，干这行最重要的是把活儿干
得漂漂亮亮，让顾客穿上修改的衣服体
体面面。

在日常经营中，她遇见过各种各样
的顾客，提出的修改要求五花八门。“别
看活儿不大，但每一件的修改方案都是
私人订制。”孟德品乐呵呵地说，他虽然
不会踩缝纫机，但经常为妻子提供修改

“金点子”——羽绒服的破损处改成拉
链，做成衣兜的样子；取衣服内里布料
贴补在破损的外面，几乎看不出修改痕
迹……

在一次次争取做到“天衣无缝”修
补效果的过程中，夫妻俩的店铺生意越
来越红火，平均每年入账五六万元。5年
前，他们还在市中心置办了一套电梯
房，生活品质也得到大大提升。同年，
夫妻俩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服装修理
铺，面积虽小设备齐全。屋内设有三层
隔板，各种修改衣服用的材料和家什分
门别类摆放整齐，曹清涛在转身、起身
间就能轻松取到。“工作环境比之前强多
了，冬天不再冷得受罪，夏天还能吹上
风扇。俺们这小铺里唯一没变的是这台
缝纫机，跟着俺们 20多个年头了，卖了
不少力气，是俺家的功臣。”夫妻俩相视
一笑，会心的笑容里装着甜蜜、幸福和
知足。 本报记者 金莉莉 文/图

缝纫机哒哒哒“踩”出红火小日子
——访市区服装修理铺店主曹清涛和孟德品夫妇

早点、午点提供要合理
有些家长担心宝宝正餐吃的不
多，总给孩子投喂点心、酸奶、
水果、饼干等。宝宝胃口本来就
小，如果不停地吃各种零食，
肚子一直不饿，当然会对正餐
提不起兴趣。宝宝需要少食多
餐，吃零食可以，但得适量！

喂饭方式要正确 宝宝的
注意力特别容易被分散，一首
儿歌，一个动画片段都能把宝
宝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所以，相
对安静没有干扰的吃饭环境，
是让宝宝好好吃饭的最低配
置。吃饭时，应收起玩具，把音
乐，动画片关掉，尽量让宝宝坐
餐椅，鼓励宝宝自主进食。

不再把吃饭当任务 把
“要不要吃”的决定权交给宝

宝，当他表现出不想再进食
时，就不要强迫宝宝吃饭。

体育活动要跟上 1岁以
上的宝宝，每天应进行至少
60 分钟的体育活动，最好是
户外游戏或户外活动。使用电
子屏幕的时间应控制在1小时
以内，包括看电视、玩平板电
脑等。如果受疫情影响，户外
活动受限，也可以让宝宝参与
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例如自
己整理玩具、扫地等。只有消
耗足够多的能量，宝宝吃饭时
自然会有胃口。

合理搭配饮食，再将吃饭
的自主权交还给宝宝。摒弃不
良的用餐习惯，你会发现，让
宝宝认真吃饭，并不是一件难
事！

宝宝不爱吃饭怎么办，专家给您支四招
高芸

傍晚，我和母亲路过成衣店的橱窗，一件
孔雀蓝的旗袍映入眼帘。银白色的线勾勒出竹
叶的图案，在裙身上轻轻扑展，精致的盘扣顺
着颈领向胸前簪去。贴身的剪裁，流畅的线
条，在月光的映衬下，散发出清雅婉约的美。

望着橱窗里的旗袍，母亲有些出神，哪个
女人能不爱美呢？母亲亦如是。

母亲年少时家境贫寒，外婆患疾多年一直
卧床，家里姊妹众多，里里外外都是外公一人
操劳和担当。那个年头能吃饱饭，有学上已实
属不易了，更别谈穿新衣。母亲通常只能捡姊
妹穿小了的衣服。即使遇到收成好的年关，外
公得几匹料子，也是先紧着参加了工作的舅舅
裁衣。布料到了母亲这里，几乎所剩无几。

年幼的日子很快过去，几个姊妹逐渐长大，
母亲也到了爱美的青春期。成衣店的衣服偏贵，
村里裁缝懂得花样又少，且做工不细，爱美的母
亲就常常借来缝纫机给自己和家人做衣服。今天
缝个褂子，明天裁条裙子，都还做得有模有样，
得到了不少村人的夸赞。母亲也曾萌生过去学裁
缝，设计服装的念头，无奈当时条件不允许，最
终只得放弃。

后来一路结婚生子，家里的光景也日益好
了起来。但照料孩子、服侍老人，生活里总有新的事情需要忙
碌，母亲也很少有空再去关注时尚和打扮自己了。时光如逝，一
晃多年过去，她已从那个裙角飞扬的少女，到了鬓上添华发的年
纪。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母亲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却
常常忽视自己。看着她注视的眼神，我轻轻推开了服装店的大
门，将那件旗袍取下为她穿上。

“怎么样，好看吗？”母亲穿着旗袍略显害羞地在镜子前照
看，柔和的光影从头顶泄了下来，她笑靥如花，整个人都显得清
新雅致，温柔明媚。

“真是太美了！”我不禁由衷感叹。于是不顾母亲劝阻，执意
付了款。

“旗袍美人，嫣红美如霞，一片绫罗浸染了芳华，杨柳弯
弯，斜阳又落下，西门茶香，满楼画……”成衣店里的婉约小
曲，在街巷里久久回荡。母亲穿着心仪的旗袍，跟着哼唱，手上
也挽起了动作，一颦一蹙间流露出的自信和优雅，引来路人纷纷
侧目。

那一瞬间，她仿佛又变回许多年前那个渴望美的恬静少女，浑
身散发着欢快柔和的光彩。

张爱玲说，生命就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母亲这
一生操劳太多，也曾错过很多个展现美的机会。愿往后余生，我可
以为她遮风挡雨，护她到老，让这岁月里的莹莹光华，一直绽放。

我
为
母
亲
买
旗
袍

刘
萌

日前，湖南省娄底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撞
伤宠物引发的纠纷案，二审判
决宠物被撞所致损失由宠物主
人与司机按过错承担赔偿责
任。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1 时，
欧某驾车行驶途中撞到伍某牵
引的宠物狗。某交通警察大队
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欧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伍
某的宠物狗无责任。宠物狗受
伤后被送往宠物医院住院治
疗。伍某未办理案涉宠物狗的
养犬许可证。伍某诉至法院要
求欧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因
宠物狗受伤所致医疗费、误工
费等损失。

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
产权受法律保护，未办养犬证
并不影响伍某对案涉宠物狗的
财产所有权认定。但是，伍某牵
狗上路，虽用狗链进行牵引，但
狗链较长导致狗的活动范围较
大，事发地道路窄、车流量大，
伍某没有采取合理的安全措
施，以至于案涉宠物狗突然横
穿马路，钻入欧某所驾驶的轿
车底部导致事故发生。伍某对
此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承
担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
欧某在事故路段变更车道超车
亦系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

因，其对该起事故的发生亦应
承担责任。同时，在案涉宠物狗
受伤后，伍某治疗宠物狗的费
用虽然已超出宠物狗自身的价
值，但该费用系救治宠物狗的
必要费用，属于合理损失，依法
应予赔偿。因此，针对伍某造成
的经济损失 11260.49 元，法院
依法判决由欧某驾驶的小型轿
车投保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
内赔偿财产损失 2000元，余下
损失由欧某、伍某分别按 30%
和70%的比例承担责任。

■法官说法■
本案中，法院充分发挥了

司法裁判在社会治理中的规则
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首先，将
宠物被撞纳入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范畴，按照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标准计算宠
物狗的损失，有助于充分保护
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其次，明
确了车撞宠物事故的责任划分
的具体裁判规则，即如果宠物
主人（管理人）未牵绳或牵绳后
宠物的活动范围依然很大未达
到对宠物有效控制效果的，应
认定宠物主人存在过错；司机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的，应认定司机存在过错，根据
宠物主人（管理人）和司机各自
的过错大小确定最终的责任比
例。 （摘自《人民网》）

娄底中院适用交通事故责任标准判决一起宠物被撞纠纷案

宠物狗主人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被判担主责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至今，地球人的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口罩成了出门
必备物品，旅行成了遥远的记忆，“那些被
疫情偷走的时光”等热搜话题常常把我们

“整破防”。
疫情给人们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胜枚

举，但我们能做的只有勇敢面对、继续生
活。当你换个视角：疫情带给我们的，只有
消极影响吗？不幸中的万幸是，疫情也给
我们带来了一些难得的意外收获。

国内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公众心理呈
现出“短期紧张、长期平稳”的态势。“那些
没有将我们击垮的，终将使我们更强大”，
疫情之后，其实我们的心理韧性提升了。
心理韧性（Resilience）也被称为心理弹性、
复原力、抗逆力、压弹等，指的是人们经历
过或者正在经历不利处境（如挫折、创伤、
自然灾害等），能够发生“反弹”，成功地抵
抗逆境，恢复原状，甚至愈挫弥坚。

从生物学意义来说，心理韧性是一种
人们出于生存需要，在环境变化中进行自
我保护、自我调节的本能。心理韧性不是
少数幸运儿才有机会获得的天赋，而是人
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基本反应能力。它会在
逆境中展现出来，推动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促进人们追求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世界的重大考

验，人们的生命健康、工作生活等都受到
了巨大的影响，但很多人在这场考验中有
所收获、有所成长。疫情期间，打工人开始
居家办公，学生上网课，快递、外卖也受到
限制，于是很多人自学成才，从“十指不沾
阳春水”迅速进阶到在朋友圈晒厨艺，很
多人还“修炼”成为修理工、Tony老师、摄
影师，甚至开发了多项艺术特长。

丁香医生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1国
民健康洞察报告》显示，74%的人因疫情改
变了生命观，他们更多地将“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心理健康”排到“人生中最重
要的事情”的前列。这些观念的改变也意
味着人们对自我价值、生命意义等的内涵
得以深化，外延得以拓展。人们没有被疫
情的惊涛骇浪淹没，而是主动走出舒适
区，内外兼修，直面挑战。

为什么疫情能够提升人们的心理韧
性呢？经过50年来对心理韧性的实验室及
临床实践研究发现，提升心理韧性的重点
在于个人品质、家庭支持与外部环境支持
这三方面的最佳匹配，比起创设一系列保
护性因素，关键还是人们在此过程中的体
验与领悟。

疫情期间，政府、社区、专业机构等为
我们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支持系统，亲朋好
友即使天各一方，也可以通过社交网络进

行情感交流、提供社会支持，我们感受到
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2021年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疫情期
间，近 90%的人愿意从事志愿服务工作，
96%以上的人愿意协助维持社会秩序，且
每日的志愿服务率都随着感染率的增加
快速增长。人们在遵守防疫规定的同时，
通过发掘与记录生活中的小确幸、掀起

“疫情文学”复兴、支持需要帮助的人等方
式，不仅努力适应疫情下的生活，也努力
让生活变得更有乐趣。

那么心理韧性的提升对人们有什么
好处呢？

心理韧性较强的人往往表现出乐观、
自律、坚韧等积极的心理品质，产生更少
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而且更善于采
用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更快适应环境的
变化。国内外研究均发现，伤病、自然灾
害、意外事故等创伤性事件除了给人们的
身心带来消极影响，也可以使人们发展出
强大的内心力量，实现积极的个人成长，
这种成长不仅可以恢复原有的心理功能，
甚至能激发出超越创伤前水平的表现。

除了内外保护因素的共同作用，让民
众的心理韧性得以提升外，经历疫情这一
关乎生命健康的重大考验，也让不少人的
人生目标发生了改变。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
增长，人们因为感觉到未来的时间越来越
有限，人生目标会由中青年期的获取知
识、拓展社交关系这些未来导向目标，逐
渐转变为情绪管理、与熟悉的同伴接触等
现在导向目标。也就是说，年轻时我们热
衷于学习新知识、结交新朋友，年长时我
们会珍惜与亲朋好友相处的宝贵时间。疫
情的到来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人们变得更
珍惜当下，珍惜现有的亲密关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看到疫
情相关新闻，会产生强烈的冲动，想打个
电话和家人报个平安，抱抱一直忙于工作
的伴侣，或者摸摸为学习焦头烂额的孩子
的头。人们经历七十载春雨夏阳秋霜冬雪
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突如其来的疫情
意外地“催化”了这一进程。研究发现，亲
密、可信赖的人际关系会给予我们更充足
的情感支持。越接近人生的终点，我们的
情绪调控能力越强，积极的情绪体验增
加，消极的情绪体验减少，还能进一步提
高我们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

在这种避无可避的形势下，不如化被
动承受为苦中作乐，在做好防控策略的同
时，发现当下的小确幸，用乐观积极的心
态去应对挑战，最终收获成长。

（中青）

疫情期间，我们的心理韧性提升了

近 日 ，“ 健 身 直
播 ” 再 度 走 红 网 络 ，

“ 宅 家 健 身 ” 风 潮 再
起。面对疫情，越来越
多山西百姓选择通过体
育锻炼增强体质、调整
心态，不少人的生活也
因运动而改变。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
宅
家
健
身
﹄
勤
锻
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