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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江倩 陈宗安 周莹莹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在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提起魏锡福的名字，居民们赞
不绝口，大伙都夸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好父亲。令人感
动和钦佩的是，72岁的他43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照顾
着脑瘫儿子魏国来。

老翁悉心呵护脑瘫儿子
提起43岁的儿子魏国来，魏锡福大爷不禁轻叹一口

气，“他刚出生时并没有什么异常，也十分可爱，可1周岁
时，我和老伴发现他不能正常站立，双手也不能自由伸
屈。”起初，他们以为儿子只是发育较晚，可不久后，他们
发现，同龄的孩子都会说话了、走路了，自己的儿子却不

会走路，说话也含糊不清，吃饭喝水也全靠大人帮忙，
“去医院一查，医生说是先天性脑瘫。”此后，夫妻俩带着
儿子四处寻医问药，但收效甚微。

魏大爷说，儿子直到6岁时才会跌跌撞撞地走路，但
这对于他和老伴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安慰。

多年来，不管生活多难，魏大爷和老伴都咬牙坚持，
并不停地鼓励自己和儿子，一定要坚强乐观。可天有不
测风云，2001年，老伴因积劳成疾，被检查出患有肝癌，
当年3月便撒手人寰，从此以后，照顾儿子的重担便落在
了魏大爷一个人的身上。

每天和儿子说话减少他的孤单
43 年来，最让魏大爷担心不已的是儿子体质虚

弱，还患有慢性气管炎，一到季节交替便会生病，“他
经常发烧，一发烧就得去住院。”魏大爷已记不清，这
些年来，自己曾多少次扶着儿子去住院，“平日里，我
总是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生怕他着凉了。”每天夜里，
他都要醒好几次，帮儿子盖被子，“他从出生至今，都
是我带着他睡。”

除了悉心照顾好儿子的生活起居，细心的魏大爷还
非常关注儿子的情绪，“我希望他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因为怕儿子孤单，多年来，他坚持每天和他说话，“和他
说说天气，聊聊家常，说一些鼓励的话。”他说，儿子有时
也会用含糊不清的话语回应他，“他虽然是脑瘫，但智力
还可以，我说的话，他都能听懂。”

43年如一日 七旬老父悉心呵护脑瘫儿
怕儿子孤单，坚持每天和他说话

从小是孤儿，三十多年前因为一次意外他摔断了
腿，落下终身残疾，二十多年前和爱人离婚，如今孤身一
人……今年66岁的朱克华这一路走来十分坎坷。最近，
他主动签订了遗体（器官）志愿捐献协议书，他唯一知道
的是，他的眼角膜可以捐给需要的人，带着素不相识的人
去看光明世界。 ▋董敏 王保 张王林 记者 沈娟娟

“坏死”的骨头陪他30多年
“我从小是个孤儿，很少感觉到关心和温暖。”在朱

克华几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开了人世，而他只能生活在
类似福利院的地方，好不容易能自食其力，命运却又一
次跟他开了玩笑。30多年前的一天，朱克华爬上高高的
树上调整天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送到医院医生的第
一句话就是“必须手术。”

一听说要拿掉自己腿上的骨头，朱克华胆怯了，不
想残疾的他回家躺了一个多月，“用跌打损伤和消炎的
药，后来慢慢拄着拐杖能走，再后来能慢慢走。”

能走后，朱克华以为已经康复，谁知道到医院去拍了
片子，医生告诉他骨头已经坏死，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

“现在不能走时间长，也不能快走，否则就会钻心一
样地疼。”就这样，“坏死”的骨头陪了朱克华30多年。

在我死后，希望我的眼能带别人看世界
因为残疾，他跑了多年的正三轮车，但又因政府整

治而积极退出营运；不能出去干重活，只能开个修修补
补的小摊，帮人修理自行车或者小家电……20 多年前，
因为种种原因，妻子带着儿子和他分道扬镳。

朱克华现在住在合肥经开区临湖社区四十井居委会，
虽然是孤身一人，但两室一厅的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一个人吃喝拉撒睡，也很清闲。”朱克华消磨时间
的方式就是看电视，有一次看到一个女孩因为别人捐献
的眼角膜重见光明，他一下子萌发了捐赠的想法。

朱克华找了很多专家打听，原来即使自己的身体已
经老去，但还有许多器官可以帮助到别人，特别是眼角
膜不会因为年龄大而失去用途，最终，他瞒着家人签订
了遗体（器官）志愿捐献协议书。

“人总有一死，从哪儿来的，还到哪儿去，我倒下了，
如果能帮助到别人，我觉得很高兴。”朱克华说，自己在
社会上获得了不少关心和温暖，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回报社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在朱克华的心中，自己没有一双健康的腿带着他去
看世界，但也许有一天，自己的眼角膜可以移植到另一
个人身上，带着他去看看花花世界……

身残志坚 老了感恩温暖社会
留下角膜 让别人看光明世界
六旬残疾老人签订协议书，欲捐献眼角膜

星报讯（洪雪飞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小球，包裹上金黄色的丝绸
布，再用一根绳子系好抓到自己的手中，随着音乐
节奏，小球在手中时而飞向天空时而和身体来个亲
密接触……在第二届全国才艺大赛蜀山区分赛区上，
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新华社区的老年健身球队伍
赢得了阵阵掌声，而负责带着队伍锻炼的，是今年63
岁的宣以霞，她练太极30多年，木兰扇、木兰剑曾在
2010年的一次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双料冠军。

机缘巧合下练了太极，一练就是30多年
30 多年前，宣以霞 30 多岁，那时候还没有广

场舞、健身操等，锻炼身体的方式很单调。
“厂里组织职工学太极拳，我觉得好玩就跟着

学了。”就是这一句“觉得好玩”，宣以霞渐渐爱上了
这个健身项目，只要不下雨不下雪，她都会晨练。

宣以霞说，虽然那时候自己很忙，家务事也
多，但也许是自己太过执著，不想半途而废，所以
才会一练就是30多年。

“我的师父是合肥市唯一的国际级裁判员。”
宣以霞说，在这么多年练太极的过程中，她的师父
对自己影响很大，也给了自己很大的帮助。

曾在国际比赛中获双料冠军
2010年，在第八届香港国际武术节武术套路

大赛上，宣以霞获得了木兰剑、木兰扇双料冠军，
捧回了一个金镶玉的奖牌，至今都让她爱不释手。

“2012 年，合肥市组织一批人去黄山学木兰
扇，我代表蜀山区也去了。”宣以霞告诉记者，太极
拳练得炉火纯青后，她又学起了新的健身方法，而
她也是合肥市第一批学习木兰扇的人。紧接着，
她又学习了健身球。

因为健身的方法很新颖也很好玩，每当宣以
霞在小区里锻炼的时候，都会有人围观，慢慢地也
有一些人加入进来，从最初的两个人到现在的二
十多人，她带领的队伍每天都要锻炼，早上太极
拳，晚上木兰扇、健身球。

“将舞蹈和武术相结合，既能锻炼身体，又能
愉悦身心。”宣以霞表示，比赛并不是她的最终目
的，只要能带着大伙儿把身体练好，她就很开心。

星报讯（邢磊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年轻时便酷爱
文学，多年来心里一直埋藏着一个文学梦，家住合肥市
蜀山区天鹅湖社区的汪积瑞大爷最近将自己多年来创
作的40多篇散文整理成册，并准备出版成书。

汪大爷今年68岁，年轻时，他便喜欢读书、写作，“我
特别喜欢历史类书籍和人物传记。”看到作家们妙笔生
花，他也不禁跃跃欲试，退休前，他是单位公认的“笔杆
子”，工作之余他也会写一些散文，“但真正有大把的时
间写散文，还是在退休后。”

退休后，汪大爷拿起笔，开始正儿八经地写散文。
他说，自己的散文多为叙事感怀、借景抒情……题材既
丰富又接地气儿。“这么多年来，我一共写了 40 多篇散

文，短则一两千字，长则四千多字。”
今年春节，一家人在苏州团聚，吃了一顿温馨的年

夜饭，“在如此幸福的氛围下，我写了一篇名为《团圆饭》
的散文，记录下这个时刻。”最近，汪大爷把这些散文整
理成册，准备出版成书，“社区正在帮我联系出版事宜。”

最近，热爱文学的汪大爷还在社区举办的“邻里读
书节”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读书、写作故事，并声情
并茂地为居民们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

除了酷爱写作，多才多艺的汪大爷还会唱京剧、书
法，“从 2012 年起，我开始在老年大学学京剧和书法。”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唱京剧《沙家浜》，“经过学习，我的
京剧现在唱得挺像模像样的，书法也不错。”

晚霞放飞“文学梦”写作朗读与邻里共享

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丰富
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良
好的社区文化氛围，王大郢居委联
合合肥市总工会举行“送文化进社
区”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部门有：
社保办、计生协、残联、综治办等。

当天下午，活动方为现场居民
免费提供法律咨询以及各部门相关
知识的介绍，为了提高居民的参与
热情，大家还为参加活动的群众准
备了小礼品。当晚 7 时许，广场上
放起了革命影片《智取威虎山》，活
动受到了居民的好评和欢迎。

▋蔡静静 记者马冰璐 文/图

双料冠军
把舞蹈快乐带给四邻
她曾获木兰扇、木兰剑国际赛双冠军

宣以霞的健身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