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年58岁的高成顶是宿州泗县长沟镇大高圩村的一名乡村教师。1990年，他把
本村的一位与其非亲非故的五保户老人领到家里生活。就是在妻子得病瘫痪时，也没
放弃老人，这一领养就是26年。

□袁浩 穆松良 记者 志强 文/图

今年68岁的童道英，
住在合肥瑶海区三里街
街道凤阳一村社区的经
典花园小区。童阿姨原
是大别山军工厂的话务
员，退休后的她主动协助
社区做好群众工作，曾任
逍遥津夕阳红歌唱团副
队长，现在忙得不停，爱
好多多，画画、摄影成为
生活的一部分。

□郑鹤鸣记者祁琳文/图

老党员“青春”绽放“文艺范”

童阿姨 1975 年入党，成为当时厂
里最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社区生活的
这些年，充当社区的调解员和群众代
表的事情已经多的数不过来。邻里之
间有时经常会发生口角，童阿姨都会
主动站出来，劝说他们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

现在，热心的童阿姨还主动联系
社区，准备成立社区调解委员会，将社
区的一些独居老人们集合起来，做一
些有意义的事情。

退 休 后 的 童 阿 姨 ，为 了 生 活 不

空虚，与另一位退休阿姨一起成立
了一个老年合唱团，人数最多时，达
到上百人，也就是现在的逍遥津夕
阳红歌唱团。童阿姨作为副队长，
经常需要安排大伙的服装和表演内
容，她都会有条不紊的协调好，做好
后勤工作。

不久前，童阿姨又培养了另外一
个爱好——绘画。床头的一幅牡丹孔
雀图，童阿姨非常喜欢，“这幅还获得
过咱们区‘美在瑶海·走向文明’书画
摄影展的优秀奖呢。”

童阿姨（右）展示她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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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范茹茹 钱小秀 记者 马
冰璐） 十几位老人身着盛装载歌载
舞，几条色彩艳丽的旱船穿梭其中，广
场上不时传来喝彩声。在合肥市经开
区海恒社区福禄园小区，这样的热闹
场景时常上演，舞台上分外引人瞩目
的旱船的制作者正是 64 岁的居民王
传银。

王传银从十三四岁时起开始痴迷旱
船。“当时看到旱船花花绿绿的，表演者
又唱又跳，表演的内容又与老百姓的生
活息息相关，我觉得非常有趣，就迷上了
旱船。”王大叔这一“痴迷”便是50年。

为了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旱船，在
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他开始自己

动手摸索制作。“起初，做出来的旱船
不是‘头重脚轻’，就是长短不一，制
作一条旱船需要花费 1 个多月的时
间。”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前前后后一
共失败了 30 多次，“最终花了 2 年多
时间，才做出了满意的旱船。”他自豪
地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制作了 50
来条旱船。

除了是制作旱船的“高手”外，心
灵手巧的王大叔还拉得一手好二胡，

“我从 17 岁开始拉二胡，至今已经有
47 年了。”他说，自己自幼对二胡非常
感兴趣，至今仍保持着每天拉半个小
时二胡的习惯。凭借着高超的二胡技
艺，王大叔经常受邀到社区表演节目。

旱船“高手”乐为邻里献技艺

星报讯（杜宗梅 孙见 钱小秀 记
者 马冰璐） 黄建国夫妇家不大的阳
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景，有的盘
根错节，亭亭如盖；有的悬空倒挂，凌
空 欲 飞 ；有 的 枝 展 叶 舒 ，婀 娜 多 姿
……在合肥市经开区海恒社区，这对
年过五旬的夫妻可是出了名的“盆景
达人”。

2008 年，他们花了所有的积蓄购
买了现在住的房子，“当时买这套房
子，就是看中了这个阳台。”

房子刚装修好，夫妻俩便迫不及
待地开始将阳台打造为小花园，“我
们从小区外的荒地上抬了很多泥土

回来，然后又去花市买了许多花草回
来精心培育。”浇水、施肥、修剪、蓄
枝，成了夫妻俩每天生活中必做的几
件事。

在这样的忙碌中，8年时间飞逝而
过，如今，夫妻俩已经养了100来盆盆
景，共有几十个种类，阳台也被打造成
了“天然氧吧”，“不仅美化了阳台，也
圆了我们的‘绿色梦’。”

郁郁葱葱的盆景还吸引了众多小
区里的养花爱好者们慕名前来观赏

“取经”，黄建国夫妻总是毫不吝惜地
传授技巧和经验，大伙都亲切地称他
们为“盆景达人”。

夫妻共筑“绿色梦”生活乐淘淘

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10月，高成顶的妻子郭英因繁重的家务累坏了身
子，得了糖尿病，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引起了脑梗塞导致半身不遂。

从此，高成顶更加繁忙起来，白天到学校教书，晚上既要照顾80多岁的高
文华，还要坚持给瘫痪在床的妻子做按摩。他每天早晨4:30就起床洗衣做饭，
吃完饭带孙子孙女上学，下午放学回到家继续操持家务，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
能上床休息。

那段时间，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高成顶从无怨言。
2013年秋天，高家也和村里其他村民一样盖起了三层小楼。新房盖好了，

家里空间大了，为了能将妻子和老人照顾起来更方便，高成顶就跟老人商量：
“家里现在房间大了，您一个人住老屋，有个头疼脑热的照顾起来不方便，俺们
老老小小就住一楼同一间屋子吧。”就这样高文华和高成顶一家老老小小住在
了同一间屋里。

高成顶的无私付出也让自己收获了无尽的幸福和温暖。如今，在高成顶
的精心照顾下，原本瘫痪在床的妻子也能下地行走了。

26 年的风风雨雨，26 年的悉心照料，高成顶和妻子把高文华老人照顾得
无微不至，没有半句怨言。

宿州一教师26年无私赡养五保老人
风雨沧桑，始终不改赤子心

老人身体不舒服时，高成顶就用三轮车推他到外面转转

事情还得从村子里的五保户高文华老人的身世说起。高文华原本是大高
圩村的一名孤寡村民，年轻的时候常年离家在外闯荡。1989年新一轮土地调
整，高文华重新回到家乡，村里给他几亩地，并给他在濉河岸边盖了间小屋，让
其给村上看堰护林。不曾想就在当年秋后，老人收的粮食和养的鸡一夜之间
被人偷光了，那段时间高文华老人伤心欲绝。

心地善良的高成顶知道了高文华遭遇后十分同情，回家跟妻子商量，想
把老人领回家，两家合一家过日子，同样心地善良的妻子郭英最终也爽快地
答应了。

就这样，高文华成了高成顶家中的一员。
从此，高成顶每天为老人端茶倒水问寒问暖，给老人洗衣服、做可口的饭

菜，特别是在老人生病的时候，高成顶犹如对待自己亲生父亲一般悉心照料。
199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高文华得了急性肠胃炎，躺在床上直喊肚子疼。

高成顶从学校回家看到这种情况后，二话没说，背起老人就奔村卫生室赶去。
1998年冬日的一天，寒风呼啸，冬雨霏霏。寒气侵袭下的高文华急性肠胃

炎再度发作，上吐下泻，病情较为严重。看着老人额头上颗颗豆大的汗珠直
淌，高成顶找来一辆平板车，连雨衣都没来及披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拉着老人从
乡村泥水路向镇卫生院前行。由于治疗及时，老人最终脱险。像这样的例子，
高成顶经历过多次。

如待父亲般地悉心照料

妻子得病瘫痪也没放弃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