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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为养，五蓄为助，五菜为充，

五果为益。 ——《养生四要》”
健康快乐周刊

社区“守夜人”身残志坚
自学16年成书画名家

六旬万金凤乐助四邻
大家都称她“万妈妈”
居民自创打油诗，歌颂她的善良
□ 王栋 记者 邵华

在合肥市包河区望湖街道望湖城，提起万金凤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年过六旬的她朴实、慈祥又乐于助人。说起
她的好，小区里每个人能聊好久。有人甚至亲切地喊她
“万妈妈”。

她的细心救了老人一命

张大爷夫妻俩住在万大姐家隔壁。儿女不在身边，万
大姐主动承担照顾老人的活儿。万大姐细心体贴，嘘寒问
暖。老两口心里暖暖的，见人就夸：“小万好似亲闺女一
样，她还救过我们的命呢。”

2014 年 11 月的一个早晨，张大爷的老伴突发脑梗
塞。事发紧急，张大爷赶紧过去扶住老伴，内心焦急的他
想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开门求助，但却分身乏术。正要绝望
的时候，他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门外传来万大姐熟悉
的声音。最终，在万大姐的帮助下，老太太被及时送往医
院，保住了性命。

事后，有人说：“万大姐，你真神。你怎么知道张老家
出事了？”万大姐笑着说：“张老家的防盗门外另装了一扇
推拉门，每天7点钟左右推拉门就会打开。那天直到八点
也没开，我就觉得出事了。”

居民感动为其作打油诗

遇到行走不便的老人，她主动搀扶；见到有拎提重
物的老人，她主动帮忙；夏天来临，她会给行动不便的老
人们买好蚊帐；冬天下雪，她会帮行动不便的老人买好
蔬菜。热心的万大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成为邻居们的

“贴心人”，有的甚至连去银行存取款这种私事都拜托她
帮忙办理。

万大姐的善良感动了众人。小区居民自发创作了一首
打油诗，“见义勇为万金凤，公众齐赞热心人;搀扶老人常有
事，助困儿童献爱心;邻里和睦乐相助，遇不公正抱不平;勤
俭朴实好品格，无愧社区一好人。”

78岁了身体还是很棒
因为人家有看家本领
他是社区太极拳队队长

星报讯（沈佳 阮仁英 记者 祁琳） 陈思祥老人今年
78岁，身体上啥毛病没有，走路和年轻人一样健步如飞，大
家都羡慕他身体好。陈老表示，好身体是因为自己有看家
本领，目前，他在社区担任一支太极拳队的队长，“老年人
就像机器一样，就是动起来才能有活力。”

太极拳队在瑶海区车站街道戴安桥社区里，队员有
20 来人，全是 70 岁以上的老人，平时不仅练习太极拳，还
学习太极扇、太极剑。“每天早上过六点我们就在逍遥津集
合，六点半开始打，一直打到七点半结束。”有时候天气不
太适合锻炼，但就算刮风下雨，陈老都会起早出门，“不出
门转悠一圈，活动活动筋骨，总觉得不太自在。”

多年前，陈老从合肥火车站行李房退休下来后，也是
觉得没啥事情可做，周围邻居不是在打牌就是在打麻将，
自己老伴也是，在家忙着做家务然后就是打麻将。

当时陈老就一直思考，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以
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后来在社区的带领下，组建了太极
拳队，没想到人还越来越多，自己也越来越离不开太极拳
了。“我们练的是杨氏太极拳，适合我们老年人，慢慢柔柔，
同时也能锻炼我们的呼吸，让我们更加集中精力，活动全
身筋骨。”

坚持了多年，陈老明显感觉到长期锻炼带来的好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回家都能多吃一碗饭”。现在，
就连小他两岁的老伴也经常跟在后面一起去锻炼。

“人就像一台机器，我们老年人这台机器尤其需要更
好地保养，活动便是润滑油，如果你也想练习太极拳，每天
早上来逍遥津吧。”

辍学之后，他对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承自幼家境贫寒，父母靠种地养活兄弟三
个。1997年，正在上初中的王承因为一场意外，
造成小脑损伤，导致左边手脚行动不便。几年
后，经过康复训练，他终于可以不再拄着拐杖走
路，但却再也不能干重活。

出院后，由于身体原因，王承无法继续上
学。但他却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家境
不宽裕的他既没有能力参加辅导班，也请不起
专业的老师，只好自己照书上临摹，一练就是
三四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承遇到一位隔壁租房的
大学生，他的山水画吸引了王承的眼睛。此后，王
承便开始着了魔似地狂练山水画。

自学成才，有人花高价收购他的山水画

王承不仅向隔壁的大学生讨教，还省吃俭用
买来了很多书籍，有名家画作还有书画理论。“当
时文化水平有限，书上很多词汇看不懂。只能用
笨方法，照着书本一遍遍临摹。”他说。

那段时间，王承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画画。
他经常去博物馆看各类画展，研习大师们的绘画
技巧。他还和画友们一起去大自然中写生，在互
相交流中得到提升。为了能够有足够的经济来源
购买纸笔墨水，他还应聘成为社区的夜间值班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16 年的勤学苦练终于使
他有所成就。如今，不仅有人上门花高价求购他
的作品，还有社区老年大学等机构登门拜访聘请
他为山水画的老师。

精通乐器，擅长二胡

77 岁的万大爷自幼喜爱乐器。小时候，他
跟着姐姐学会了吹笛子，“姐姐非常喜欢乐器，在
她的影响下，我对乐器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4
岁那年，万大爷开始自学二胡，凭着勤学苦练，他
进步神速，“学了大半年，我就能拉完一整首曲子
了。”

“上学时，我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文艺也非常
突出。”万大爷说，同学们都非常佩服他，作为学
校的文艺骨干，他还经常参加学校的演出。对于
二胡的喜爱一直持续至今，如今，他仍经常抱着
二胡，拉上一曲。

棋艺了得，擅长象棋

除了擅长二胡外，多才多艺的万大爷棋艺也
十分了得，尤其擅长象棋，“围棋我也会，但没象
棋下得好。”6 岁时，在邻居小哥哥的指导下，他
开始学象棋。为了精进棋艺，他经常看别人下

棋，然后再自己琢磨、研究，“多看、多想、多学，棋
艺才能不断进步。”

2004年，万大爷前往美国费城探亲，恰好当
地在举行象棋比赛，“我花 2 美元报了名。”棋艺
精湛的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从 50 多名参赛选
手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我记得奖金是200美
元。”他说，自己夺冠一事还上了当地的报纸，“我
感到非常自豪。”

七旬老翁才华横溢，擅长二胡和象棋

去美国探亲
还顺便拿了
当地象棋比赛冠军

□ 王萍 陈迎春 记者 邵华 文/图

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家住合肥
市包河区望湖街道王大郢社区的33岁
的王承，因为年少时的一场意外导致残
疾。16年来，他凭着对书画的热爱，笔
耕不辍，自学成才，成为远近闻名的山
水画家。

□ 孙薇 刘亚萍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科企社区的七旬老翁万
欣可谓才华横溢，他不仅精通笛子、二胡，还擅
长围棋、象棋。去美国探亲时，棋艺了得的他还
顺便拿了当地象棋比赛的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