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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纵横交错的老街窄巷里交错的老街窄巷里，，藏着一些老行当藏着一些老行当，，纵然时光流逝纵然时光流逝，，依然还是那个味道依然还是那个味道，，依然还是那个工艺依然还是那个工艺。。这些传这些传
统手艺人统手艺人，“，“一生只做好一件事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流传多年的传统文化和技艺流传多年的传统文化和技艺，，在他们手中绽放光彩在他们手中绽放光彩。。然而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有
些人被迫改行些人被迫改行，，但也有人仍在坚守着但也有人仍在坚守着，，这些老行当这些老行当、、老手艺沉淀下来的不仅是对昔日的记忆老手艺沉淀下来的不仅是对昔日的记忆，，还有值得传承下去还有值得传承下去
的匠心精神的匠心精神，，比如热爱比如热爱、、比如坚守比如坚守、、比如真诚比如真诚，，还有信心和希望……从今日起还有信心和希望……从今日起，，本报将陆续推出本报将陆续推出““寻觅南阳老行当寻觅南阳老行当””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寻找逐渐老去的手工艺匠人寻找逐渐老去的手工艺匠人、、逐渐远去的传统手工艺逐渐远去的传统手工艺，，用文字和图片记录这些质朴印记用文字和图片记录这些质朴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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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寒意渐浓近日寒意渐浓，，
我市居民纷纷开始筹我市居民纷纷开始筹
备过冬的棉被备过冬的棉被，，街头街头
的棉花制作棉被加工的棉花制作棉被加工
店也迎来了繁忙季店也迎来了繁忙季。。
1010 月月 2222 日日，，记者走记者走
访市城区文明路上的访市城区文明路上的
一家加工老店一家加工老店，，看到看到
上门来定做棉花被的上门来定做棉花被的
人络绎不绝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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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南 阳 大 诚 物 资 有 限 公 司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2- 1）遗 失 ，证 号 ：

91411300559628261N，声明作废。

△桐柏县安棚镇人民政府（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1411330006062085Y）

程力威牌水罐消防车（发动机号：Q23-

115E60，车架号码：LGDVP91G7MA133954)

车 辆 底 盘 合 格 证 ( 合 格 证 编 号 ：

WAC1XD200127816）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水资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证 号 ：

91411300562493601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阳警察学会不慎遗失学会公章及

法 人 登 记 证 书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51411300786232144。

该公章及登记证书自登报声明遗失

之日起作废，凡以该学会公章及登记证

书进行的任何活动，均与本学会无关，本

学会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南阳警察学会
2024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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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南阳寻觅

一床棉被蓄满家的温度

上午 9时，文明路上的弹花网被套加

工老店里，店主周付祥与妻子丁兵正忙碌

于弹花机两侧，为几位市民赶制新棉被。

“你要做几斤的被子？”

“6斤，1.5米床上盖的。”市民王女士

踏入店内，准备为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

定制一床棉被。在周付祥夫妇的协助

下，她精心挑选棉花、被套与被罩，亲眼

见证雪白松软的棉花在弹花机中翻滚成

型的过程。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丁兵将一块块棉

花投入弹花机，瞬间，这些棉花仿佛被赋

予了新生，从另一端缓缓流出，化作蓬松

柔软的棉絮。周付祥则手持竹棒，细心地

将这些棉絮卷起，准备进一步加工。

随后，两人默契配合，在宽大的木板

上铺设被套，再滚动着竹棒把成卷的棉

絮均匀铺开，经过压棉机反复揉搓与压

磨，仅仅 5分钟，原本松散的棉絮变得平

整紧实。最后，周付祥将压好的棉被放

入订花机中加固，一床崭新的棉被便做

成了。这一整套工序，从棉花入机到新

被出炉，仅半小时左右。

周付祥告诉记者，棉花弹得好不好，

关键要看弹出来的棉花内胆是否均匀、四

边是否平直。棉花被要想用着舒服，中间

区域要厚一些，两边要薄一些，这个坡度

是否平缓是棉花弹得好坏的关键所在。

因为他的这份认真，每天到店里来翻新棉

花被、打棉花被的新老主顾特别多。

从手工到机械匠心未变

这家约 30平方米的棉被加工店，虽

陈设简朴，却承载着周付祥夫妇数十年

的辛勤与汗水。

周师傅回忆说，在纯粹的手工年代

里，弹棉花工序十分复杂，弹棉被需要经

过打碎、整平、拉棉纱、打磨、加固等多道

工序，而且要做正反两个面，工作量颇

大。“手工拉棉纱是最复杂的过程，一般需

要拉三层，熟练的老师傅需要半个小时，

而新手则需要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

“手工弹棉花既费时成品又少，以前

两个工人一天的时间做十三四床被子。

现在弹、铺、压、引等工序全运用弹棉机、

压棉机、引被机，弹一床被子仅需要 30分
钟左右，一天多的时候能弹 20多床。”周付

祥说，经过多次的压、磨、平，一整套工序

下来，一条暖和、厚实的棉被就在手艺人

的手中完成了。翻新一床 5斤被子的手工

费是 20元，打一床 6斤重的棉花被，连棉

花、被套、被罩大概 280元左右。

从棉花入机到新被出炉，尽管机械

化生产减少了手工的温情，但周师傅对

匠人精神的追求却从未改变。他坚信，

每一床经过精心制作的棉被，都是对顾

客健康与温暖的承诺。

35年用手艺温暖千家万户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虽然被子

的新品种越来越多，市场上到处都是羽绒

被、丝绵被、太空被等，但还是有很多人喜

欢用手工弹制的棉被。“每年中秋过后就

迎来弹棉花旺季，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店里

订制棉被。”周付祥说，周围邻居家里用的

棉被都是由他们制作的，用心弹制的一床

棉被用个十几年不成问题。

回首往昔，周付祥夫妇的创业之路

始于 35年前。1989年，他们自重庆来到

南阳，在市城区校场路上，以一间小作坊

为起点，开启了弹棉花的生涯。从最初

的手工操作到如今的机械化生产，他们

见证了从手工到机械的技术飞跃，也亲

历了床品市场的日新月异。然而，在这

份变化中，他们始终坚守传统技艺，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匠人精神。

“如今，坚守传统技艺弹棉花的师傅

日益稀少，可人们还是对棉花被念念不

忘。棉花被的松软和保暖性更让人舒适

回味。”市民林女士说，像周付祥这样始

终坚守传统技艺，用实际行动诠释匠人

精神的老师傅值得称赞。

“有的家庭十几年如一日地选用我

家订制的被子，更有顾客慕名而至。”周

付祥说，新棉被是许多家庭新婚或添丁

的必备之物，他们只有用心做好才能将

这份温暖更好地传递。

周付祥夫妇的故事，是对传统技艺

的致敬，也是对匠人精神的颂扬。在这

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和汗水，为这座城市编织了一个又一个

温暖的冬日梦想。谈及未来，周师傅笑

着说：“活到老干到老，我想把这份温暖

一直延续下去。”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