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伴突患重疾
他甘当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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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公都在四十多岁时下了岗，但是没想到，
我们的晚年生活却是如此丰富多彩。”说这话的是张治
然，今年已经63岁了，现在痴迷于书法绘画和篆刻，同
时还在老年大学、培训班任教，“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觉得晚年生活特别快乐。”

▋陈红 记者 祁琳 文/图

没想到下岗后的生活
如此丰富多彩

张老师说，自己在下岗后，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学
习，加上自己本身便有书法基础，1999年便到老年大学
学习书法，“书画印是一家，都是相通的，我对这些爱到
骨子里了。”

张老师有着很强的求知欲，年轻时耽误了很多时
间，有了充分的时间后，张老师如鱼得水，学习得很开
心，进步也很大，大约从5年前开始，张老师跟随别的老
师，对篆刻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方寸之间，包含很多。”张老师在家中的餐桌上，
刻下一枚枚自己的宝贝，“首先是要布字，写到自己满
意为止，有时候刻的不满意还会磨掉重新开始。”

每天，张老师的安排就是写上一方印，“就跟写作
品一样，要经常创作，找寻灵感，每个星期刻上两三
方。”每方印章都是张老师的宝贝，每一个她都非常喜
欢，“里面包含了我的心血，我不是将它当成一个工程
来做，整个过程是一个找寻快乐的方式。”

家人支持，利用废料制作印床
前段时间，张老师还带着她的同学、书友参加合肥

市瑶海区红光街道主办的“翰墨书家训”、庆祝“七一”
的书画展，她就是用篆刻的形式展出。

“家里人的支持，也让我能在兴趣爱好之中游刃有
余。”张老师的老公与她情况相同，40多岁时下了岗，不
过很快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当起了老师，现在在合
肥工业经济学校任教。

张老师说，老公特别支持她，为她做了不少，“你看
家里，堆的到处都是，餐桌都成了工作台。”不仅如此，
张老师的老公还为她专门定做了印床。

现在张老师常用的印床是她老公利用老式吉普
车上的零件做成的，利用轴承来旋转，“买来的印床是
木头的，不好用，夹上印章，会跑，不好使力。”张老师
老公就利用自己工作中找寻的一些废料，加以改进，
给张老师设计出私人订制的印床，张老师用起来得心
应手。

张老师在创作中

找到兴趣爱好，她的老年生活多彩

一句安慰的话换来20年的照顾
潘 从 元 的 弟 弟 叫 潘 从 和 ，从 小 残 疾 ，属

于先天性智障，还患有癫痫，发病时有时爱
乱打人。

“一直是我母亲在照顾他，直到 1997 年母
亲去世。”潘从元说，母亲出殡的当天，弟弟不
知道是不是感觉到今后母亲不能再无微不至
地照顾自己了，哭着不肯吃饭。

潘从元是家里的老大，爱人为了宽慰弟弟，
就说了一句“你好好的，以后我带你过”，没想到，
弟弟不再哭闹了。就因为这句话，潘从元和爱人
接替母亲的工作，照顾起了残疾弟弟。

不会做饭，总是有热乎乎的饭菜做好了递
到潘从和的手中；不会穿衣服，潘从元和爱人
就轮流照顾……因为患有癫痫，每次发病，潘
从和都会大小便失禁，晚上也时常尿床。每当
这时，潘从元总是一遍一遍为弟弟擦洗身体、
更换衣物被褥，从无怨言，二十年如一日。

尽管当时潘从元既要带外孙也要给儿子娶
媳妇，可他一直悉心照顾着潘从和。

为了照顾弟弟，不住高楼住祖屋
潘从和需要定期到医院检查身体，哥哥

每次都要带着他徒步近 5 公里的乡村道路去
卫生站；潘从和头发长了，也是哥哥亲自为他
理发……

“本来我们要搬进回迁安置小区，可考虑到
弟弟熟悉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怕他找不到家，
也怕他乘坐电梯发生危险，所以装修好后一直
空着在，我们还是住在祖屋。”潘从元的乡邻也
劝他把弟弟送进养老院，可潘从元从来都是一
口回绝，“他从来没离开过我，现在我为了自己
生活方便搬到小区去住，把他送到养老院去生
活，我不放心。”

就在前段时间，潘从和说要去屋后摘桂花，
谁想到就走丢了，值班人员在机场高速发现他
后联系了公安部门，“想想都有些后怕，如果走
丢了可怎么办？”

“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一口吃的。”潘从
元不善言辞，但朴实的语言却包含了一颗伟大
的爱心。

星报讯（刘张龙 朱丹 记者 沈娟娟） 十几年前，
妻子突然残疾，陈万宏一直悉心照料，妻子因为生病
脾气暴躁，他却愿意做她一辈子的“出气筒”。在合
肥市锦绣社区桃源居委会，提起陈万宏的名字，很多
人都知道。如今，妻子走出了心中的阴霾，陈万宏也
在社区发挥余热，先后当过情感调解员、夜间巡逻员
等……因为他对情感问题颇有经验，街坊邻居都亲
切地称呼他为“陈教授”。

陈万宏今年69岁，跟妻子彭立英是大家眼中的模
范夫妻，可谁知2001年彭立英突发高血压导致右腿失
去知觉，无法行走，经鉴定为肢体二级残疾。“她的情绪
一下子变得悲观，长期坐轮椅，让她的脾气越来越暴
躁。”眼看着妻子因为生病变了性格，陈万宏并没有责
怪妻子，反而总是笑着安慰她。

他告诉记者，只要妻子开心就好，“我愿意当她一
辈子的出气筒。”

与一般老人悠闲的日子不同，陈万宏的时间安排挺
紧张。除了要照顾彭立英的日常起居，还包揽了家中所
有的家务活。稍稍有一点空闲，他会推着妻子出门走走。

“有段时间，教授这个词很火，也不知道是谁，说我
在婚姻方面很有经验，就让我帮邻居调解情感问题。”
陈万宏说，他也愿意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

起初，陈万宏还有些不好意思，但慢慢地，他有了
一些心得，“两口子吵架其实也很正常，首先心态要平
和，多想想对方好的方面，要讲情，不要把吵架搞得跟
比赛一样，一定要分出个胜负，这样就搞不好了。”

现在他又变成了社区的义务巡逻员，在楼宇楼道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星报讯（贾春华 操剑 记者 沈娟娟） 一群平均
年龄65岁左右的“老戏骨”，她们站地为台，一京胡、
一面鼓，咿咿呀呀一台戏。她们饿了就啃馒头，渴了
喝点矿泉水，不为别的，她们唱戏只为寻找十几年前
的老戏迷……

“老戏骨”重回故地寻老戏迷
最近一段时间，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南艳湖居委

会康利菜市来了群唱戏的老人，她们平均年龄 65 岁
左右，操一口地道的方言，唱一腔地道的地方庐剧，她
们露天划地为台，一京胡、一面鼓，咿咿呀呀一台戏，
受到了众多中老年观众的追捧。

“我们三四十岁时候，就经常在这里唱庐剧，那时
候这里还是农村。”这个庐剧团的一位成员告诉记者，
那时候她们的戏迷很多，现在过去这么多年，有很多
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为了再见见这些老戏迷老朋友，她们想到了重回
故地再唱庐剧的方式与老朋友见面。果然，一亮嗓子，
许多老面孔老朋友都从四面八方闻音赶来。随着听戏
老年人越聚越多，这些老戏骨自然唱起来更起劲。

即使啃馒头也毫无怨言
今年72岁的范仁芝老人，因腿有残疾不能走路，每

次都是乡邻背着她到现场看庐剧，“我们老年人没有别的
爱好，更不能远行出门旅游，我年轻时就看她们唱戏，现
在她们也老了，可声音未变，还义务送戏上门，真的是我
们老年人的知心朋友。”

义务为老人唱戏受到老人们的追捧，庐剧团成员
自然高兴，随着唱戏的深入，她们也为每日奔波的路
费和餐宿费发愁。

“即使啃馒头我们也毫无怨言，见到老朋友就是我
们最开心的事。”庐剧团的成员告诉记者，有的老人见她
们免费义演有些过意不去，就主动给些十元八元的，勉
强够她们吃点盒饭。

潘从元夫妇和残疾弟弟

在合肥市蜀山区南岗
镇瓦屋村潘郢组，1949年出
生的潘从元仍然住在老房
子里，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
他的残疾弟弟。

“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
一口吃的。”尽管周围人再劝
说，潘从元始终舍不得把弟
弟送到养老院去……就在上
个月，潘从元获评孝老爱亲

“蜀山道德好人”。
▋周莹莹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一口吃的”

长兄照顾残疾弟弟二十年如一日

“老戏骨”重回故地
只为找寻当年老戏迷
平均年龄65岁的庐剧团为老人义务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