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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按摩、掏耳、洗眼角，集这些传统
绝技于一身的人并不多，不过在合肥市经开
区海恒社区便有这么一位“高手”，他就是
今年70岁的胡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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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饵不备五味四气而偏食之，久则脏腑偏

倾，而生其病矣。 ——《素问玄机病原式》”
健康快乐周刊

电烙铁画：
三合板上焊出大千万物

找他理发的顾客络绎不绝
胡大爷从 18 岁起开始跟自己的表哥学

理发、刮胡子、掏耳朵，20 岁便开始走街串
巷去给别人理发，“当时太年轻了，很多人不
相信我的技术，我就告诉他们，理得不好看
不要钱，慢慢地生意就红火起来了。”

多年来，找他理发的顾客一直络绎不
绝，但胡大爷始终坚持明码标价，只理发的
话，每人收费 8 元，如果顾客要刮胡子、掏耳
朵，则另加 5 元钱，如此“亲民”的价格，他一
坚持便是 5 年。居民王大爷便是“常客”之

一，他笑着说：“老胡的手艺好，他给我理发，
我更舒心。”

掏耳绝技远近闻名
除了理发，胡大爷的掏耳绝技也是远近

闻名，他所用的掏耳工具都是他自己亲手制
作的，有小耳扒、鸡毛棒、夹子、耳钩、耳铲
等。“掏耳朵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力度，先用耳
勺在耳廓周围轻轻摩擦，然后进入耳道，再
使用耳勺、耳铲、镊子，把耳中的‘垃圾’全部
清理出来，整个过程大概需要20分钟。”

一个人守着店面，每天忙着为顾客理
发、刮胡子、掏耳朵，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50
余年，如今，胡大爷的理发店已成为辖区老
人们的“茶话室”，每天都会有十几个人来店
门口晒太阳、聊天。

“挣钱不多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能把
每一个顾客服务好，让他们满意而归。”胡大
爷说道。

星报讯（冯金金钱小秀记者马冰璐文/图）在合肥市包河区
滨湖明珠社区，居民们经常能看见这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几位佩
戴着工作证件的老人风雨无阻地在巡逻，劝阻不文明现象，查看哪
些公共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他们就是在社区里小有名气的“明
珠护卫队”，由于队员均为老人，所以护卫队又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

“银发护卫队”，80岁的陈佩玲奶奶是“明珠护卫队”的发起人。

老太牵头成立护卫队
有着一副热心肠的陈奶奶不仅乐于助人，还经常积极参加社

区活动。“社区是我们的家，我作为社区的一员，应该带头为居民
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实际上
她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14 年 11 月，陈奶奶发起成立了“明珠护卫队”，“成立之初
只有 6 名队员，如今已拥有 15 名队员，年龄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
也有53岁了。”她自豪地说，由于队员都是老人，所以居民们又亲
切地称呼护卫队为“银发护卫队”。

据了解，队员们从每天早上8:30开始巡逻，除了巡逻外，还要
劝阻不文明现象，查看哪些公共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乐当“和事佬”调解邻里纠纷
社区里休闲座椅的设置、单元门故障、地下车库漏水……在护

卫队成立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陈奶奶和队员们只要一发现类似的
安全隐患或问题，便立即反馈给物业进行处理，如果一时得不到解
决，他们还会不厌其烦地与物业负责人沟通、商量，直至解决问题。

巡逻时，队员们还时常遇到一些邻里纠纷，每到这时，他们便
主动客串起“和事佬”，耐心调解，解决邻里纠纷。对于队员们严
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居民们赞不绝口，“自从
有了护卫队，社区更像一个大家庭了，大家其乐融融的，气氛非常
温馨。”居民王阿姨开心地说道。

星报讯（记者祁琳）一块三合板，一支电
烙铁笔，这些看似很不搭的东西，却是王家保
用来创作电烙画的工具。王老师今年57岁了，
跟电烙画接触也已经30年时间了，他也创作了
不少画，眼下有个担忧，学电烙画的人少，也非
常怕后继无人。

说起王老师的学习经历，要从1982年说
起，那时候王老师在肥东八斗中学任初一、初
二班级的美术老师，每节课都是现场作画，让
学生们照着画，“一边提高学生们画画的兴趣
爱好，一边也锻炼了自己的画画水平。”

在当了几年美术老师后，因为家庭的关
系，1985 年，王老师调到肥东一职业学校担
任工艺技术员，也是在这段时间内，王老师
遇见了教他学习电烙画的师傅，“电烙画说
白了就是电烙铁，将电烙铁的头磨成刀状，

在三合板上作画，等于是将三合板烫糊。”
学习的过程一开始很枯燥，也很难，“先

用笔在三合板上将图画出来，然后用电烙笔
画，在转弯转角的地方很困难，不是很好搞。”

但一个偶然的机会，1986年，也就是王老
师对电烙画如痴如醉时，一家单位为了表彰
先进个人，订制 50 幅电烙画作为奖品，并且
10 日之内完成，最终，王老师日以继夜地赶
工，终于完成，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非常
高兴，也更加痴迷了。王老师说，从一开始，
他几乎要用一整天来作画，原也是使用木工
剩下来的小三合板，现在，王老师家中放有一
幅“迎客松”，“这就是用了一整张三合板。”

现在，王老师还想着“转变风格”，由山
水画向国画、人物发展，他特别希望这项艺术
后继有人。

昨天上午，歙县大方茶技艺大赛暨品牌建设研讨会在该县三阳镇竹铺村举行。现

场茶香四溢，来自三阳、金川、杞梓里三个乡镇的 20 名炒茶高手同场竞技。大赛采用

传统手工炒制技艺，将鲜叶定时定量制成新茶，并由评委组当场评出“炒茶王”。 陈明

“斗茶”盛事 香飘四溢

“银发护卫队”
乐当社区“保护神”

星报讯（徐继霞 记者 曹开发） 家住旌德县的周福娣老人今
年已经 84 岁高龄，但她耳聪目明，健步如飞，声音洪亮。年轻时
当过妇女队长，生性泼辣。老人曾生育了13个儿女，目前仍健在
的有 3 儿 5 女。现在她每天早上坚持 4、5 点钟起床，将头一天挖
好的竹笋挑到集市上卖，四十多斤的担子，步行四里路再乘2块钱
公交，老人每天一趟，自在充实。

老人生活俭朴，爱说爱笑喜欢文艺。据旌德县文联主席徐继
霞介绍说，“前两年，县文联物色她表演哭嫁风俗，周老欣然赴约。
她身着戏服，一口浓郁乡音，在民风民俗展演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老人身怀掏耳绝技
坚守50载为民服务

整装待发

84岁老人“唱绝”哭嫁风俗
她健步如飞，40多斤担子日日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