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时因为一次
火灾， 家住湖南长
沙的陈予失去了右
手， 她学会用左手
生活； 大学毕业后
求职屡屡碰壁，她

从兼职到自己创业； 离婚后成为单亲
妈妈， 她用单手为孩子撑起了一片天
……生活给了陈予很多难题， 但这个
笑起来很甜的女生却从未丧失对生活
的信心，在电商平台出售自制的手工玩
偶，短短2年拥有了自己的制作团队。

坚强乐观的她， 不仅靠单手捏出
生活的方向， 还鼓舞了不少残疾人。
12月2日， 三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公益
天天正能量为陈予颁发天天正能量特
别奖及10000元奖金。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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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的网店售卖的不止是礼品， 还是
一种幸福。”陈予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每个来定
制陶土人偶的顾客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陈予说， 有一位顾客来定制玩偶时表示，这
是送给异地闺蜜的礼物。闺蜜要结婚了，很遗憾
不能去现场参加， 想定制陶土人偶送给她当贺
礼。后来，这位顾客告诉陈予，闺蜜收到礼物非常
开心， 感觉以另一种方式陪伴最好的朋友出嫁，
以后自己结婚也要再来定制人偶。原本以为只是
一句赞美，让陈予没想到的是，这位顾客结婚时，
真的来定制了婚纱造型的人偶。陈予说，她感觉
自己通过一个个陶土人偶，见证了很多温暖美好
的故事。

陈予的乐观坚强同样鼓舞了不少人，很多残
疾人朋友被她笑对人生的态度感染， 大受感动，
在陈予身上看见了不一样的未来。

得知自己获得天天正能量特别奖，陈予分外
惊喜。“我只是尽自己所能过好生活，微笑面对人
生。要说成为别人的榜样，受之有愧。”陈予表示，
未来她打算继续钻研陶土工艺，如果有残疾人朋
友想要学习陶土人偶制作，她愿意尽自己所能提
供帮助。

颁奖词

每个人偶，背后都是个关于爱和关心的故事。
捏人偶的人，也有颗温暖美好的心。
自幼失去右手，人生跌跌撞撞，她却在生活

的沉浮里，靠单手捏出生活的方向。
一只手撑起一家店，一个人拉起一支队伍，
她在指尖塑造着世间种种美好，也传递着鼓

舞人心的力量！
点赞了不起的她！
一只手，也能撑起漂亮人生。
陈予，好样的。

单手女子自制陶土人偶月销超10万元
三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为陈予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10000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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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下肢瘫痪无法行走，
却借助改良过的缝纫机免费帮
乡邻缝补。通过网络直播，鼓励
有同样遭遇的残友一起奋斗，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明
天。

她叫唐漫霞， 因为用肚子
“踩”缝纫机，被网友们叫作“肚子缝纫姐”。12月2日，
记者来到了长沙县黄兴会展经济区斗塘新村， 听听
她不向命运低头的励志故事。

肚子“踩”缝纫机，帮助有需要的人

12月2日11时，记者来到“肚子缝纫姐”店铺，唐
漫霞正坐在轮椅上进行网络直播。

“这是我跟合伙人一同发明的缝纫机，铁圈可以
套在腰部。往前推，缝纫机针口的压板会抬起，往后
靠，缝纫机就会运行，完美地解决了我不能踩踏板的
难题。”唐漫霞笑着告诉记者，2020年8月，她和合伙
人彭颐开了家公司， 专门销售带袖懒人被，“在我受
伤意志消沉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夫妻俩一直安慰我，
陪我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

“一开始我不会直播，在键盘上一个字母一个字
母地慢慢敲。”唐漫霞说，正是凭着自己一股子韧性，
把店铺一天天做了起来。

一个下雨天，唐漫霞正在工作，一位60多岁的娭
毑抱着一床被子在厂外默默等着。原来，老人的子女
不在身边，被子拉链处开了口，想等唐漫霞有空时帮
她补一补。唐漫霞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有能力去帮
助别人的。第二天，和同样热心的彭颐沟通后，厂门
口便竖了块“免费缝补”的广告牌。

“希望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不要自暴自弃。”唐
漫霞自学了直播， 认识了很多身体情况跟她差不多
的残友，鼓励他们坚强乐观，给他们捐赠了200多床
多功能被。善良的她，还多次捐赠被子给敬老院，并
通过义卖筹集资金，帮助留守儿童和孤儿。

希望更多残友加入，用双手创造财富

唐漫霞的缝纫技艺是在江苏南通学的，2015年
12月，她开办了自己的工厂。期间，发现女儿睡觉爱
踢被子，她灵机一动，将被子剪出两个洞，让女儿把
双手伸进去。这样一来，女儿睡觉踢不走被子了。

“这是懒人被的雏形， 后来我在洞口缝上衣袖，
虽然看着丑，但实用。”嗅到商机，唐漫霞申请了懒人
被系列的4个专利，并逐步改良完善。为了做好推广，
她还专门学了电商， 一款情侣懒人被通过综艺节目
的宣传，被更多人知晓，销量火爆。

2017年， 唐漫霞的工厂越开越大， 面积达到
2000余平方米， 她一个人管理着80余人的队伍。
2018年初，因为一次意外，她的腰椎严重受伤，导致
下肢瘫痪。“为了求医，我花光了积蓄。工厂也因为停
工而倒闭，还欠了200余万元的债。”唐漫霞回到湖南
老家，把自己关在屋里7个月，最终在亲朋好友的劝
解和帮助下，重新振作了起来。

“彭颐和嫂子来安慰我， 说我的脑袋很聪明，鼓
励我不要放弃，也愿意陪我一起来创业。”唐漫霞说，
为了重新使用缝纫机，彭颐会帮忙踩踏板，她负责裁
剪缝合。 后来， 两人改良了适合残疾人使用的缝纫
机，并申请了专利。

唐漫霞说，自己缝的是衣服，补的却是内心，“我
希望能开一家残疾人工厂， 让更多有同样遭遇的残
友加入进来，一起凭双手创造财富。”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昱

小小陶土，她用单手捏出生活方向

沟通、设计、选土、烘烤、成型……平平
无奇的陶土在陈予的左手中， 成为一个个
可爱的人偶。陈予经营的网店“彩虹盒子手
工礼品定制”内，每天都有陶土人偶的新订
单。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三四百笔订单，
最多的一个月有十余万的销售额。

年幼时的一场火灾，让陈予失去了右
手，她慢慢学会了用左手生活。原本以为
自己没有什么不同，大学毕业后，学习设
计的陈予信心满满地四处求职，但身体的
残缺却成为天然阻碍。所有面试公司发现
她没有右手后，纷纷选择了拒绝。“也能理
解，他们可能觉得我一个手做事，肯定不
如别人两个手来得方便和快捷。”

为了生活，2009年，陈予开始开网店，
承接设计业务。虽然只能满足温饱，陈予
并不气馁。2012年，女儿出生，母亲的身份
给了陈予更多动力。

幼时跟随外婆长大， 陈予从小缺少父
母的陪伴，2岁时被火烧伤右手， 老人缺乏经
验，只是简单用纱布进行包扎，导致了她终身
的遗憾。成为母亲后，陪伴女儿成为她生活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2019年， 离婚成为单亲妈
妈，陈予觉得女儿就是她最宝贵的礼物。

2020年，陈予带着女儿去一家线下手
工体验店玩，女儿沉醉于拼图之中，陈予
却被一旁的陶艺工具吸引了目光。虽然店
内的陶艺拉坯机需要双手操作，但是软陶
和石塑粘土却可以单手捏制。第一次用手
感知陶土的温度，陈予被深深吸引。在以
自己和女儿为原型创作出两个人偶后，对
于未来她脑海里有了新的想法。

经过努力学习，她尝试着在网店内上
线了“定制陶土人偶”服务。没想到反响却
意外热烈， 全国各地的订单蜂拥而至。短
短两年时间，她从手作新人变身为拥有自
己团队的老板娘。

用肚“踩”缝纫机
免费帮乡邻补衣
她想开厂服务残疾人就业

陈予生活照

陈予与女儿 受访者供图

每一个人偶背后都有温暖的故事

温 暖 在 您 身 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