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海是合肥瑶海区红光街道辖区的居民，也是一名小学语文高级
老师，在四十年教学生涯中，她带的每一届学生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就
是《我是中国人》，出身于华侨世家的她把中国心带给每一个孩子。

□陈红 马丽娜 记者 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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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欲使人气淫，好憎使人精劳。

——《古今图书集成》”
健康快乐周刊

海外归来60年扎根合肥育人
她把中国心带给每一个孩子

学习汉语并留在中国

黄海出身于马来西亚华侨世家，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
们家族就像一个联合国”。的确如此，黄海家很多亲戚遍布在
各个国家，但黄海选择留在中国。

说起小时候学习写汉字的经历，过去了几十年，黄海依旧
历历在目，“父亲学习写汉字时，产生了逆反情绪，觉得很难，
不想学，我的祖父便在烈日下画出一个圈，不准父亲走出这个
圈，以此来惩罚他不愿学习汉字。”

也正是因为父亲的经历，对黄海影响很大，在黄海学习汉
字的过程中，也经受过这个“圈”的惩罚。

1956 年，黄海放弃马来西亚国籍，随家人一起到北京学
习汉语，之后便一直在国内生活。

时刻不忘将中国心传达给学生

1960 年后，因为种种原因，她来到合肥结婚生孩子扎了
根，并且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在当老师的这40年内，她总是
让学生写一篇题为《我是中国人》的作文。而现在她已经退休
13年，但是中国情结的传递一直没有断过。

她的外孙女是一名初中生，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从5岁开
始，奶奶就跟她说家族的故事，从“位卑未敢忘忧国”到祖上
留下来的“到国难一旦平定，他的子孙必须会回中国学中文”
的家族遗训，小小年纪的外孙女，也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
她写的《一个华侨世家的中国情结》获得了瑶海区《学历史谈
感受》作文竞赛特等奖。

曾有多次机会可以出国但都选择留下

“我曾有过三次机会可以回到马来西亚。”黄海说，上世纪
70年代，因为种种原因，她与马来西亚的家里失去了联系，后
来父亲找到了她，约在广州见面，“当时父亲想让我回到马来
西亚，但当时我已在合肥成家，有了孩子，经过考虑还是选择
留了下来。”

“我们家亲戚基本上都在国外，但我对祖国的感情，像叶
对根的深情，这也是一个华侨世家骨子里的中国情结。”

在合肥市瑶海区红光街道妇联举办的活动中，黄海家庭
成为“说社区百姓故事，寻社区最美家庭”的主角，故事感动
社区邻里。

星报讯（冯金金 钱小秀 记者 马冰璐）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明珠社区的朱晴霞大姐可
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谁家遇到困难，喊一声

“朱大姐”，她便立马施以援手。为了让辖区老
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她创建了

“夕拾朝花健身队”和“银龄互助队”。如今，越
来越多的老年居民加入这两个队伍。

创建健身队吸引40多名队员

今年 35 岁的朱大姐是滨湖明珠社区的
“为老协理员”，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辖区
的老人也常夸她乐于助人。朱大姐说，自己从
小性格开朗，乐于助人。

在工作中，朱大姐发现，辖区老人很多，但
娱乐活动很少，于是，她便萌生了成立“夕拾朝
花健身队”的想法。“一开始健身队只有我一个
人，每天早上 9 点，我伴随着音乐声在小区广
场上跳健身操，来来往往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投

来奇怪的目光，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可最终还
是坚持了下来。”朱大姐说，在她的带动下，越
来越多的老人加入了健身队，“虽然健身队成
立才两个月，但已经有40多名队员，年龄最大
的80多岁，最小的也有50多岁了。”

银发志愿者与生活不便的老人结对

朱大姐在工作中还发现社区里有不少独
居、空巢、行动不便的老人，便又在3月底成立
了“银龄互助队”，呼吁健身队的队员们自愿结
对帮助生活不便的老人。“万事开头难，一开始
不少孤寡老人有抵触心理，将我们拒之门外，
不相信我们，好在我们坚持下来了，用真诚打
动了他们，并逐渐获得了他们的认可。”

社区居民宋奶奶今年70多岁，老伴中风偏
瘫，儿女不在身边，生活很不方便，自从互助队的
队员帮宋奶奶的老伴进行康复训练后，宋奶奶老
伴的病情便有了明显好转，宋奶奶也开朗了许多。

星报讯（王鹏 钱小秀 记者 马冰璐）“大
爷，再来一曲《牧民新歌》吧！”在合肥植物园，
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翁刚用笛子吹奏完一支曲
子，一旁的“听众”们不约而同地一边鼓掌一边
喊道。这位吹笛子的老翁名叫林兴让，今年
80 岁，他是合肥市蜀山区美虹社区出了名的

“笛子高手”。

年轻时自学吹笛子

林大爷年轻时便喜欢吹笛子，一有闲暇时
间，他便抓紧练习，“由于没有老师教，所以我
只能靠自学。”他说，常言道，看花容易绣花难，
他在自学吹笛子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比如一开始掌握不好如何换气，一旦吹快一
点的曲子，吹到一半，气便接不上了。”

经过几十年的勤学苦练，如今，林大爷已
成为社区里有名的“笛子高手”，他的吹笛技艺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从一个只能吹奏一些
简单曲子的“新手”成长为能轻松驾驭高难度
曲子的“高手”。

“粉丝”纷纷拜他为师

如今，林大爷仍坚持每天练习两个多小

时，他经常在植物园、包公园、安大老校区等地
吹奏笛子，久而久之，他的“粉丝”越来越多，

“不少居民都认识我。”有时候，他吹奏笛子的
时候，还有“听众”跟着哼唱，“看到大伙这么

‘捧场’，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从十几年前开始，一些“粉丝”还陆陆续续

开始跟着他学习吹笛子，甚至连大学教授也慕
名拜他为师。“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个人来学，
只要他们愿意学，我就愿意教。”林大爷说，在
免费教他们学笛子的过程中，自己也收获了许
多欢声笑语。

星报讯（牛红磊记者祁琳） 小杰（化名）

是一名7岁的孩子，他的妈妈施艳照顾着他，也
许别的孩子学会穿衣只需教几个月，而小杰可
能需要几年时间，简单的穿衣步骤被分解成几
十个细小的动作。也许这几年，施艳说的最多
的话就是，“我不会放弃他”。

小杰患有自闭症，他两岁多时，施艳发现他
还不会说话，便带着儿子四处寻医检查，确诊为
患有自闭症。从那之后，施艳便辞了工作，全身
心地照顾孩子，帮助孩子做康复。

在康复的过程中，工作日的上午，施艳带着

孩子去专业的机构做康复，下午则在家自己教，
“对于自闭症的孩子，不能着急，就拿穿衣服来
说，不能用教一般孩子的方法去教。”

对于正常的孩子，穿衣服可能就是几步动
作，而对于小杰来说，施艳分成了很多个步骤，单
单是抬起左手这个动作，她就教了几个月。

对于小杰的变化，施艳从不着急，“自闭症
的孩子不是以天以月来计算变化，他的变化是
按照年来计算，虽然一开始，接受这个事实非
常痛苦，但现在我不会放弃他，重复千百遍、千
万遍都不会放弃他。”

妈妈的力量：
重复千万遍只为教会儿子穿衣

老翁的才艺：
大学教授也慕名拜他为师

大姐的热心：
自愿结对帮助生活不便的老人

图为黄海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图为林兴让在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