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秆、易拉罐……
在她手里都是宝

59岁阿姨擅长
用废物创作画作

星报讯（侯月云 孙雨静 记者 马
冰璐 文/图） 麦秆、易拉罐、碎布、废
纸板……这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废
物，在合肥市蜀山区七里塘社区的王
颖文阿姨手中都能变成人见人爱的

“宝贝”。59 岁的她有着一双巧手，擅
长用这些废物创作画作。

王阿姨说，自己的心灵手巧得追
溯至小时候，“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
都喜欢玩踢毽子、丢沙包之类的游
戏。”她说，做沙包、毽子都是她的“任
务”，她亲手做的沙包和毽子赢得了小
伙伴的一致称赞，大伙都夸她有着一
双巧手。

“做沙包、毽子都是小菜一碟。”王
阿姨说，她还曾用碎布制作手提包，

“我不仅在包上缝了一圈荷叶边，还用
彩线绣了两朵花。”那时候，她只有十
一二岁，“亲友们看到都觉得惊讶，没
想到我小小年纪，手这么巧。”

渐渐地，忙于学业和工作的她放
下了针线，“直到退休后，我又开始用
废物创作画作。”这回，她不再和针线
打交道，而是和麦秆、易拉罐、碎布等
成了“好朋友”，“退休后，我看到一位
同事创作的麦秆画，非常喜欢。”随后，
她前往老年大学学习麦秆画。

“学起来不难，很快，我就掌握了
诀窍。”1年以后，她便能独立完成创作
一幅麦秆画，“学了 3 年半后，我还开
始授课了。”王阿姨说，在学麦秆画的
同时，她还学会了用易拉罐、碎布、废
纸板作画。

为了寻找麦秆，她四处寻找麦田；
为了寻找易拉罐，她不惜以高价从收
废品的人手中购买……说起这些趣
事，王阿姨不禁哈哈大笑，“我每天除
了一日三餐，剩下的时间大多用于研
究用废物创作画作了。”

如今，王阿姨已先后用麦秆、易拉
罐等创作了 40 余幅画作，“最喜欢的
是一幅名为《富贵祯祥》的麦秆画。”她
说，最近，自己准备为外甥女创作一幅
名为《富贵花开》的麦秆画，以恭贺其
乔迁之喜，“我觉得用废物作画，变废
为宝，不仅有趣，还十分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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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口常开，百病不来。

”
健康快乐周刊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其时安徽省府设在安庆，宋伟
年作为安庆法专的学生就是积极的全省学潮运动的领袖和组
织者之一，任全省学联秘书长，后在此基础上，直接参与了安
徽最早的团组织建设，任负责人之一。1921年，宋伟年由党中
央选派，赴前苏联参加了由列宁召集的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
大会，这是党史上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中共代表一行 35 人
（其中有瞿秋白、任弼时、柯庆施、张国焘、肖劲光、张太雷等

人），皆为党的重点培育骨干。那时在莫斯科漫天的风雪中，
这些远道而来的革命青年，无不同心同德,高唱《国际歌》，全身
心都燃烧着求真救国的火焰。

1922年，宋伟年和一些革命同学赴日本留学，并组织海外
党团组织，宣扬革命。安徽团组织的领导关系转由柯庆施同
志负责。留学归国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宋伟年作为党代
表参加北伐革命军，在军中宣传和发展革命人事。1926年，中
共安徽党执委正式成立，直接由党中央领导，柯庆施任书记，
宋伟年系其中六安支部负责人之一。

1927年前后，国共分裂，革命陷入低潮。安徽党组织主要
转移到大别山区进行武装斗争。但其时受左倾主义的干扰，
党内的斗争也变得残酷起来。宋伟年身在其中，看到许多好
同志都成了自己人的刀下鬼，他深感痛心，备受煎熬。在一次
荒唐的来自高层的左倾盲动命令中（以红军和白军1:10的悬殊

攻打六安城），宋伟年顾惜将士生命，临阵宣布撤退，结果被左
派批斗，清洗出领导层，险遭杀害。

1929年后，宋伟年隐身于民国教育界，继续宣传进步思想，以
各种社会关系保护不少党内同志，并尽其所力资助革命斗争。
1948年，解放前夕，接党内高层通知，赴北京重回党内工作。1949
年任职刚成立的中央最高检察院，协助筹备及草拟新规等工作。

宋伟年1899年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其父宋期才曾是皖西
有名的文人（舒六合三县连续三年乡试秀才，均名冠第一，时值晚

清末年，科举腐败，未得中举）,其所设私塾在皖西也很有名。宋
期才也是后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的亲姐
夫，自幼严格教诲朱蕴山国学，也资助他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
反清共和的革命。解放初年，宋期才被时任安徽省人民政府主
席曾希圣特聘为安徽省文史馆第一批馆员。宋伟年有四个子女，
分布在北京、山东、四川、安徽，均为离休干部，都垂垂老矣。

飞来横祸，幸福家庭陷深渊

1999 年 9 月 21 日，对陈永琼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日
子。下午 2 点半左右，陈永琼的丈夫赵先宏在开车途中，突
然刹车失控，车辆翻入公路右侧6米多深的沟渠中。陈永琼
当时正在学校上课，一听到这个消息，眼前一片漆黑。她和
儿子赶到医院的时候，医生正在抢救。终于把医生从手术室
里等出来，已是数小时后。医生说：“命保住了，但胸口以下
部位知觉难以恢复，可能的结果是高位截瘫。”他才47岁，正
值盛年！陈永琼感觉天塌下来了。

在医院的八天里，一家三口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但陈永
琼很快坚强起来，丈夫得照顾，日子得过下去！生活从来不相
信眼泪，她必须挑起这个家庭的全部重担，她必须让丈夫从身
体和心理上的痛苦中走出来！陈永琼擦干眼泪，对赵先宏说：

“你一定会好起来，你放心，我一定会撑住这个家，保全这个家。”
陈永琼嫁给赵先宏之前，已经是一名国家教师，当时赵

先宏是个地道的农民，陈永琼却一心爱他敬他，没有嫌弃
过。结婚后，两人一直感情很好，和睦恩爱。虽然，上天和这
个幸福家庭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但陈永琼坚守着爱的誓
言，她对丈夫比以前更加体贴入微。

不离不弃，忠贞妻子守瘫夫

买菜、做饭、洗衣，忙里忙外，所有家务的承担，对陈永琼

来说，都是小问题。丈夫胸口以下部位失去知觉，陈永琼面
临的最大问题是护理。每次大便都是她戴上塑料手套去掏，
每次小便都是她在他的小肚子上一下一下地按，人工完成。
不小便的时候，裤子也会经常被不自主的尿液浸湿，她给丈
夫换内裤，一天得换三四次。这其中的艰难，不是三言两语
或者万语千言就可以述说的！

一开始，陈永琼在叶集一小上班，离家较近。2002 年
起，教师调整，她从一小调到北关小学，离家有四里路，每天
得四次往返。为了保持丈夫身体清洁，不至于生褥疮，陈永
琼每天多次给丈夫翻身，用毛巾擦拭身体，平时是小心又小
心。陈永琼的伟大在于，她不仅照顾好丈夫的身体，她还努
力照顾好丈夫的心理。

赵先宏自小喜爱书法，为了让丈夫开朗起来，尽快融入
社会，陈永琼鼓励帮助他开设了“大别山民俗艺术馆”，自己
写字，兼营书画装裱及民间艺术品。赵先宏凭着先天的悟性
和努力，字写得越来越漂亮，得到社会各界的欣赏和认可。
2009年，在陈永琼的支持下，赵先宏参与举办了以其艺术馆
为主的“大别山杯”全国书画大展，收到了全国乃至日本、菲
律宾等外国书友寄来的作品1100多件，结集出版，发往海内
外，反响强烈。2009 年，赵先宏更被叶集试验区授予“德艺
双馨艺术家”荣誉称号。

现在，“大别山民俗艺术馆”人气很旺，人来人往，每每来
人，陈永琼都笑脸迎送，端茶递水，从不烦躁怠慢。每有笔会、采
风，她都甘当“驾驶员”，推着丈夫前去参加，让他走进人群，走进
喜欢的世界。陈永琼日子就这么过着，这在别的人，怕是一天
都难熬！但她却说：“他活着，我就幸福；他快乐了，我就开心！”

赵先宏的心里，妻子，是他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
最最珍贵的礼物！

用爱守护瘫痪丈夫十六载创出奇迹
她点亮丈夫生命，让丈夫的事业唱响全国走出国门

一对恩爱夫妻，一个美满家庭，却突遇飞来横祸，丈夫
高位截瘫，全家人陷入绝望之中。面对命运的捉弄，坚强的
妻子毅然扛起家庭重担，用忠诚守护爱情，用爱心点亮生命
……她，就是六安市叶集一名可敬的女子——陈永琼。

□黄圣凤 记者 刘海泉

安徽最早革命人 一捧黄土花坛葬
自费3500元花坛葬蜀山，孙子提笔忆祖父宋伟年

在安徽省合肥市西郊的大蜀山文化陵园，安徽最
早的党团先驱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的宋伟年，1967
年夏天故去，便安葬在不留骨灰的绿色环保花坛葬中
（自费3500元）。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宋伟年的名字。
但翻开多本安徽通史、中共党史、组织史、大事记，或百
度搜索其名，实有不少记载。我是宋伟年的孙子，月圆
中秋之际，祖父生前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

□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