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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王
滔 金星 亚萍 记
者 沈娟娟 文/
图) 从 8、9 岁爱
上 书 法 直 到 现
在，今年 73 岁的
武克明已经连续
60 多年练字了，
一天都没有间断
过，即使是退休
前最忙碌的工作
时间，他回家后
也要写几张才能
睡得着觉。

如今，他成
了附近的书法达
人，每到过年前，

他都要和笔友们一起走进社区、单位，为普通老百姓免
费写春联，每年都要送出去几百副。

武克明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洗漱、吃饭后就开始
练字，闲暇时还去书法家协会，跟笔友们切磋交流。“写字
拉直的时候，需要挺住气，比画画更健身。”武克明表示，别
以为只是简单的写字，其实更是当成一种锻炼方式。

“跟打麻将相比，书法就是一个高品位的爱好，我
会一直坚持下去。”记者了解到，武克明的老伴也非常
爱好书法，在家里，他写字，老伴就在一旁帮着拉纸，或
者帮着装裱，其乐融融……

昨日，合肥市蜀山区青阳路社区举行“拒绝烟花爆
竹，留下一片蓝天”活动，居民们现场签下承诺书，承诺
今年春节不放烟花爆竹，并进行相互监督，社区还向每
位签下承诺书的居民赠送了一盆绿植。

▋夏玉进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星报讯（刘晓莉 张敏 记者 马冰璐） 新春
佳节将至，为了让社区里的孤寡老人安心过个
好年，最近，合肥市蜀山区团安村社区的 12 名
水电工师傅组建了“幸福小巷维修队”。年前，
他们将争分夺秒，义务到辖区孤寡老人家中检
查水电安全，排除安全隐患。

今年 70 岁的杨秀清，家住博微家园小区，
杨老因为身患疾病，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杨
老所住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时不时就会出点
小状况。这不，水管又冻裂了，水不住地往外
淌。腿脚不便的杨老很是着急，子女在外忙工
作，马上就要过年了，这可咋办？很快，“幸福
小巷维修队”的水电工师傅得知了消息，并第
一时间上门修好了水管。

据了解，团安村社区内有建材局宿舍、利
民药厂宿舍等 8 个小区，大部分都是老旧小
区，老年居民比较多，其中很多老人的子女都
不在身边。最近，在社区的倡议下，辖区 12 名

水电工积极主动地成立了一支令人温暖的志
愿者队伍——“幸福小巷维修队”，为辖区孤
寡老人服务。

这 12 名水电工都是精通水电维修的老师
傅，在各个小区工作了多年，不仅有丰富的工
作经验，而且跟社区居民非常熟悉。今年51岁
的刘厚德是博微家园小区物业公司的一名水电
工。“我当水电工已有30多年了。”刘厚德说，如
今最需要水电工帮助的就是那些腿脚不便的老
人，得知社区成立“幸福小巷维修队”，他率先
报名参加。

据了解，“幸福小巷维修队”不但会在年前
免费为辖区孤寡老人排查水电安全隐患，同时
还会义务为普通居民解决各类水电问题。“未
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拓宽维修队的业务服务范
围，吸纳一些擅长家电维修、开门换锁的志愿
者加入，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服务。”团安村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幸福小巷维修队”温暖孤老

会吹葫芦丝，爱走旗袍秀
五旬阿姨“美美哒”

星报讯（侯月云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合肥市蜀
山区七里塘社区的夏云阿姨十分喜爱文艺，年过五旬
的她不仅会吹葫芦丝，还爱走旗袍秀。

说起自己与葫芦丝的缘分，夏阿姨说，这得追溯至
2 年多前，“当时，社区举办葫芦丝学习班，我觉得挺好
玩的，便去报名学习。”

为了能尽快学会葫芦丝，夏阿姨一有时间便进行
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她真的学会了葫芦
丝，“我不仅能完整地吹出一曲《映山红》，而且还挺好
听的。”如今，夏阿姨已经能熟练地吹出许多首曲子，还
经常登台表演吹奏葫芦丝。除了擅长葫芦丝，夏阿姨
还爱走旗袍秀，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穿上旗袍，
走起模特步，感觉自己“美美哒”。

作为社区“走出青春”模特队的一员，她还经常跟
着大伙一起参加公益演出，“而且每次社区有演出，我
们也会积极参与，最近，我们还在社区春晚上表演了旗
袍秀，居民们可喜欢我们的旗袍秀了！”

十七年前大厦倾倒，她撑起一个家
黄先翠的丈夫名叫吴正炳，是合肥市骆岗

社居委前份郢居民，有着一手不错的瓦工手艺，
197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先翠，两人恩爱有加。

有了爱情的结晶后，黄先翠在家一人种着
几亩地带着孩子，吴正炳在外做瓦工挣钱。然
而，200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噩梦来了。

“连日阴雨，他看到家里屋顶漏水，就搬来
梯子去修屋顶，结果一不留神摔下来了，摔成了
植物人。”黄先翠突然觉得自己的世界都要倒塌
了，可是看到躺在床上的丈夫和两个未成年的
二女，她不得不强振精神继续生活下去。

自此，黄先翠开始了又当爹又当妈的日
子，还要每天照顾昏迷不醒的丈夫。

“医生说他有很大可能会恢复意识的。”因
为医生的一句话，黄先翠每晚拉着丈夫的手说
话，说说一天中发生的事，回忆当初的美好。

三年后，吴正炳居然恢复了意识，只不过
还是半身偏瘫，这一辈子都离不开轮椅和床。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相濡以沫”
每天，她迎着第一缕曙光，开始洗脸、刷

牙、做饭，为吴正炳穿好衣服，处理大小便……
为了不让丈夫生褥疮，黄先翠每天都给丈

夫翻身，擦身十几次；怕丈夫肌肉萎缩，她坚持
每天为他按摩；风和日丽的天气，她总是推着
吴正炳出去晒太阳。

由于吴正炳意识恢复得不健全，智力也不
够，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吵闹，用他仅能动的
左手揪着人不放，更有甚者会去咬人，黄先翠
的手上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牙印伤疤。

“既然我嫁给了他，不能因为他生病了就
不管他，我要负责到底，照顾他一辈子，做一个
好母亲、好妻子。”黄先翠告诉记者。

害怕孤独，跟着亲戚安家合肥
1996 年，刘其云的弟弟刘其昌、弟媳窦贤

英因为 4 个孩子都在合肥工作生活，所以把家
搬来了合肥。

“你们都走了，我们两个人多孤单。”害怕孤
单的刘其云和丈夫原来住在霍邱县，看着唯一
的亲人在合肥安家，她也吵着要到合肥来生活。

“她兄弟姐妹 6 个，已经去世 3 个了，剩下

的只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窦贤英告诉记
者，刘其云是一个勤快的老太太，生活能自理，
身体很好，经常出去锻炼身体，妹妹不放心，每
天都买点菜送去。

9家人排班照顾八旬老太
“明天，×××去医院看老太太，×××负

责做饭给老太太送去……”虽然刘其云现在没
了老伴和孩子，但她的亲戚们自发组建了一个
微信群，9家人每天都要轮流排班，安排好老人
的吃喝拉撒睡。

刘其昌是家里的大家长，也是这个微信群
的“总指挥”，刘其云的大外甥、侄女、侄媳妇等
都是具体执行者，特别是在老人生病住院期
间，他们会有专人跟医生沟通，有人给老人送
吃的，一大家人各有分工。“别说是我们的亲戚
了，就算是一般老人，无儿无女又没有老伴，我
们肯定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她。”窦贤英说。

十七年,独自撑起家
她用实际行动见证“相濡以沫”

如果17年前那场意外没有发生，今年60
岁的黄先翠，也许会和她的同龄人一样含饴
弄孙。然而，她的丈夫在一场意外中摔落地
面，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失去了劳动能
力。十七年如一日，黄先翠以一己之力带大两
个孩子，照顾卧床丈夫，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吴燕凌 费梦晨 记者 沈娟娟

丈夫去世，没有子女，她被9家人的关心温暖着

这个冬天，八旬老太不太冷
在外人看来，住在合肥市周谷堆社区国贸

公寓的老太刘其云很孤单落寞，89岁高龄的
她，丈夫7年前因老年痴呆去世了，一生都没
有子女，只剩下她孤苦伶仃一个人。可实际
上，她并不孤单，因为一个大家庭都在温暖着
她，有人带她看病，有人帮她送饭，9家人总动
员，就为了让这个老人感受到温暖。

▋周友奇 费梦晨 记者 沈娟娟

他苦练书法60多年
春节前，为市民免费写春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