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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

——《管子》”
健康快乐周刊

七旬“乐器达人”，
擅长多种乐器

“社区厨神”王阿姨，
甘当楼长服务四邻

一曲二胡
穿越60年时空

星报讯（郑鹤鸣 记者 祁琳文/图）
糖醋鸡翅、土匪鱼，这些都是合肥市瑶海
区三里街街道凤阳一村社区居民王家华
阿姨的拿手菜，她被评为“社区厨神”，还
参加过厨艺节目，得过大冰箱的奖呢，

“开过大排档，总是有几道拿手特色菜
的。”不仅如此，王阿姨从 1994 年开始就
是楼长，关心居民，帮助大家。

王阿姨今年62岁，1998年下岗后，便
在三里街开大排档，干了好几年，直到儿
子结婚需要帮忙带孙子照顾家庭才没有
干，“生意好，一开始有十几家在做，后来
就我一家做了。”

全家人最爱吃的，也是王阿姨最拿
手的便是“糖醋鸡翅”，“孙子小时候，我
烧糖醋排骨给他吃，但是考虑到孩子小，
怕排骨上有小碎骨头，便想着用鸡翅来
代替，没想到糖醋鸡翅特别受大家欢
迎。”

王阿姨靠着这道菜参加过厨艺比
赛，一举入围，“做过大排档，但我烧菜从
来不用味精，用料多少全靠手感，像糖
醋，就是醋沿着菜走一圈，糖走一圈。”

不仅味道好，王阿姨做菜时还特意发
挥创意来摆盘，用红色尖椒最顶端一截摆
成花朵的模样，用鸡翅摆成花瓣的模样，
中间用姜末做成花蕊。王阿姨这边忙着
带孙子忙家务，另外一边还忙着社区志愿
活动，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王阿姨从1994
年开始就当凤阳三村生活小区4号楼的楼
长，帮助大家，服务邻居。

“虽然也就是一些帮忙收垃圾清运
费，负责转达街道的各项通知、政策宣
传的工作，但是像王阿姨这样坚持这么
多年，与大家相处融洽的非常难得。”当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王阿姨还经常帮腿
脚不好的邻居买菜时，王阿姨还一个劲
地说，这些都是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

星报讯（彭群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的严福源大爷
非常精通二胡，他拉二胡已经有近 60 个
年头了。如今，他仍时常抱着一把跟随
了他 30 多年的二胡拉上一曲擅长的《良
宵》或《二泉映月》。

76 岁的严大爷拉二胡已有近 60 个
年头，上初中时，他开始展现出过人的音
乐天赋，“音乐老师教五线谱，我学得又
快又好。”为此，音乐老师曾多次表扬
他。1956年，他开始学习二胡，“当时，我
家附近有一个沪剧戏班，戏班缺一个二
胡伴奏，所以我萌生了学习二胡的念头，
希望学成后给他们伴奏。”他买了一本

《二胡入门》，并开始自学二胡，颇有音乐
天赋的他仅仅学习了3个月，便可以担任
二胡伴奏，并登台演出，“我记得，演出非
常顺利，没出半点岔子。”

1958年，严大爷进入工厂上班，拉得
一手好二胡的他很快成为厂里的文艺骨
干。如今，他仍时常抱着二胡，拉上一曲擅
长的《良宵》或《二泉映月》，“这把二胡已经
跟了我30多年了。”虽然二胡已经略显破
旧，但他舍不得丢弃，也不愿换把新的。

平日里，他非常爱惜这把二胡，不仅
经常上油保养，还细心保管，从不让别人
碰，“就连家里人，我也不让他们碰，这把
二胡是我的‘宝贝’。”

星报讯（彭群记者马冰璐文/图） 从小喜爱
乐器，擅长笛子、二胡、扬琴，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
街道的吴勇飞大爷是位“乐器达人”。如今，已经
75岁的他仍常和乐队的队员们一起排练、演出。

75岁的吴大爷精神矍铄，性格开朗，非常健
谈，“我与乐器结缘于10多岁时。”他说，当时，学
校里的文艺骨干精通吹拉弹唱，自己看到后十
分佩服，“所以，我也开始自学笛子、二胡和口
琴。”随后，他用节省下来的早饭钱，陆陆续续购
买了笛子、二胡和口琴，“买到乐器后，我开始自
学。”他说，自己还向擅长乐器的人“偷学”过技
艺。大约半年后，他便能用笛子或口琴完整地
吹奏一首曲子，“二胡也拉得像模像样了。”

18岁时，吴大爷进入工厂上班，“当时，厂里工
会经常组织文艺演出。”他逐渐成为厂里的文艺骨
干，“后来厂里工会购置了扬琴等乐器，我又开始
学习扬琴。”他说，扬琴学起来难度比较大，“要想学
好扬琴不仅要听音能力强，还要会调弦。”在工作
之余，吴大爷坚持勤学苦练，最终两三年后，他便
能用扬琴演奏出一首完整的曲子。

“我们的乐队是1958年组建的，是一支民乐
队。”吴大爷说，队员都是厂里的同事，如今有10
名队员，“年纪最大的 80 岁了，最小的也 62 岁
了，是名副其实的‘爷爷’乐队。”

如今，每个星期，乐队队员们都会齐聚一堂
进行一次排练，“一般要练习 3 个小时。”社区里
的文艺演出、公益活动，他们也常常踊跃参加。

星报讯（贾春华 记者 沈娟娟） 家住合肥市
海恒社区南艳湖居委会的王永艾今年 64 岁，熟
悉她的人都叫她“巧手阿姨”，因为她能将丝网
铁丝变成一朵朵娇艳的花儿。更值得一提的
是，她将自己做的丝网花在一次义演中送给歌
星韩红，韩红还向她学做丝网花呢！

2000 年，王永艾的女儿王瑾从合肥工业大
学毕业后到北京创业发展，如今事业有成，并在
北京中关村定居，为了支持女儿，2002 年，王永
艾离开老家来到北京当了女儿的专职保育员。

在照看外孙的盈余时间，王阿姨积极参与
了社区开展的各项志愿服务，“无意中参加了街
道组织的爱心手工坊，原来废旧丝网等也能做
出鲜花来，一下子就激发了我的兴趣。”

那时候，王永艾和一帮阿姨一起用废旧丝
网做手工艺品，而且，还将这些手工艺品进行义
卖，义卖取得的收入捐赠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困
难人群。

“没想到我还可以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去
帮助别人。”王永艾觉得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

“这叫迎客花，是摆放在客厅显眼位置的，
一般颜色比较鲜艳，看着喜庆、精神，对居家也
比较吉利。”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在王永
艾家中看到，她如今已经回到合肥，家里遍布她
的作品，有牡丹、梅花、蝴蝶兰、郁金香……每朵
都栩栩如生。

“现在很多人到医院看望病人都不允许带鲜
花，因为花店里的花基本上都喷洒香精，还有花
粉容易造成病人过敏，因此在北京的时候还有人
特地让我做他想要的花送病人。”王永艾说。

在她家的墙上，还挂着一张与韩红的合影，
王永艾骄傲地告诉记者，那是一次义演活动，韩
红到现场唱歌，而自己和姐妹们则做丝网花送
给她，“她还向我学做丝网花。”

在北京市，每年王永艾至少要参加四次义
卖，她希望，能把爱心手工坊搬到合肥来，“如果
有人愿意学做丝网花，我愿意免费教他。”

变废为宝，
丝网铁丝变成花
韩红曾向这位巧手阿姨学做丝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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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华阿姨在准备烧饭

“巧手阿姨”王永艾

76岁大爷拉了近60年二胡

七旬“乐器达人”，擅长多种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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