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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患有青光眼，视力微弱，家里的收音机
是他收集素材的重要来源，从“打虎拍蝇”到公
车改革、从依法治国到从严治党，8年来，1956
年出生的老党员鲁化坚持在小区里开展理论
宣讲近2000场，被居民称为“滨湖新区宣讲第
一人”。 ▋李荣霞 记者 沈娟娟

8年听坏5台收音机
鲁化家住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滨湖家

园社区，他是一名转业退休军人，也是一名退
休老党员，在部队曾经立下过“三等功”，具有
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和较好的政治素养。

记者在滨湖家园见到他时，他正守着家里
的收音机听新闻，原来，他患有青光眼，视力微
弱，只能让女儿把广播上的内容录下来，一遍
又一遍反复听，直到完全记住。

“8年来，我听坏了5台收音机。”鲁化每天
的一项任务就是梳理热点新闻，并将内容分
类，分成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养
老、城镇化、就业等八大体系，再认真准备自己
宣讲的内容。

无论是滨湖家园小区的露天广场、凉亭，还
是社区道德讲堂，都留下了老人宣讲的身影，他

还将宣讲内容转化成适合居民的语言，以通俗
易懂的讲故事方式讲党的方针、政策、民生福
利，有时为了琢磨最为准确的表达而不眠不休。

个人工作室如今座无虚席
2014 年 10 月下旬，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

管理委员会以鲁化老人坚持讲故事为原型，拍
摄了微电影《有一种声音》；2015 年 5 月，街道
通过改造装修，为鲁化打造了一个50平方米的
个人工作室——“鲁化新闻故事汇”。

据悉，2015 年,“鲁化新闻故事汇”发展成
以鲁化为核心的12名志愿者团队，这个团队在
广听群众心声中把握宣讲重点，特别注意阐释解
答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如居民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教育资源不平衡、房价上涨等问题，不少
居民还通过“故事汇”提出诉求。“故事汇”成员将
诉求汇总报至滨湖家园社居委。社区召开滨湖
家园党群议事会讨论，研究决定解决方案。

在鲁化的影响和带动下，滨湖家园社区的
老党员志愿组织起来，承担起接送鲁老的任
务。老党员们还自发组建六支志愿服务队伍，
参与到社区的邻里调解、文明劝导、网吧巡查、
安全巡逻、环境监督、青少年教育等工作中来。

退休老党员8年义务宣讲近2000场

星报讯（陈静 记者 马冰璐） 从教 26 年，
先后带过近 200 名运动员，培养出亚运会冠军
吴亚男等多位冠军运动员。在运动员们眼中，
他是既和蔼又严厉的“教练爸爸”，他就是我省
知名皮划艇教练营云。最近，身为合肥市政协
委员的他走进合肥市望江西路社区，热心地向
居民们传授科学运动知识。

带出多位冠军运动员
“我的教练生涯开始于 1991 年，至今已有

26个年头。”今年46岁的营云说，26年来，自己
先后带过近 200 名运动员，“每个运动员都像
是我的孩子。”在众多“孩子”中，最让他自豪的
便是亚运会冠军吴亚男。

2000年，他在合肥市范围内选拔优秀体育
苗子，“我第一次见到吴亚男时便觉得她是一
个好苗子。”他说，吴亚男的爆发力、弹跳力都
非常好，“非常适合练皮划艇项目。”

事实证明营云的眼光十分精准，后来吴亚
男不仅获得了亚运会冠军，还在奥运会上取得

了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据了解，26年来营云先
后带出多位冠军运动员，仅全国冠军就有8位。

运动员眼中的“教练爸爸”
在营云带过的运动员眼中，他是既和蔼又

严厉的“教练爸爸”，他整天和运动员们吃住在
一起，陪他们的时间比陪自己儿子的时间多许
多。训练时，他是严厉的教练，训练完，他立刻
变身和蔼的“爸爸”，“叮嘱他们注意保暖，好好
吃饭，好好学习文化课，认真完成作业。”营云
笑着说，运动员们经常说他是一个爱唠叨的

“教练爸爸”。
出国学习，他也不忘给运动员们带一些巧

克力、点心，“零食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礼物。”
他说，这是自己多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对于
家境贫困的运动员，他更是给予额外的关心和
照顾，经常送他们衣服和鞋子。

如今，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热心的营云
还经常参加政协委员进社区活动，指导居民科
学运动、科学锻炼。

七旬老人乐享晚霞生活
楼顶露台建成“秘密花园”

星报讯（韦涛 月云 蓉蓉 三虎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写文章、养花、拍视频、编书……在合肥市凤凰城三期小
区，今年73岁的马传新每天都生活在“鸟语花香”中，退休
后，他将楼顶露台打造成一个“秘密花园”，没事就和老伴
在上面料理花草、喝茶谈心。

在约60平方米的L型露台上，牡丹、月季、栀子花、米
兰等长得很好，大约有 100 盆左右，有的发出阵阵清香。
马传新说，自己以前就喜欢养花，但因为时间和精力的限
制，直到退休后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养花这个爱好。

“我喜欢养有气势的花，数量要多，颜色鲜艳，一看就
让人为之一振。”马传新形容这叫“养到极致”，一年四季，
他的露台上青枝绿叶不断，室内外花开不绝，即使是冰天
雪地时，也能看到花朵的身影。

因为每种花的花期不同，不能一年四季都欣赏，于是，
马传新自己用手机拍下了每盆花盛开时的模样，再通过多
种软件剪辑制作成一个长达 14 分钟的视频，配上安徽地
方戏的背景音乐，“只要家里来客人，我就会放给他们欣赏
下，一些朋友还请求我和老伴代为制作。”

经过多年的积累，马传新总结了自己的一套养花经
验。他在楼顶上备有陶器、塑料、不锈钢等容器，尽量收集
楼顶雨水，养花的肥料也大多是自己制作，很少购买商品
肥，“菜叶、淘米水、果皮、鸡蛋壳甚至是鱼鳞和过期的牛
奶，都被我尽可能地利用。”

遇到问题时，马传新翻书看上网查，有时还去请教专
家，“只要哪里有养花的讲座，我一定要去听。”

星报讯（余亚明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文/
图）爱唱歌、爱跳舞，今年 54 岁的牛和菊是小
区里的“文艺达人”。“我编排的蒙古舞已经顺
利晋级，马上就要去全国参加比赛了。”牛和菊
告诉记者，目前微信投票阶段刚刚结束，她们
的舞蹈排名全国第五。

牛和菊住在合肥市南七街道丁香社区的
航鑫家园小区，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梦想着
能当一名文艺从业者，然而受到当时环境等多

种因素的制约，她的梦想只能“束之高阁”。
“后来到了 30 多岁，我的身体不太好，好

朋友建议我去健身，我这才开始跟老师系统学
习跳舞。”牛和菊学跳舞的时候算是年龄比较
大的，但她比同学都勤奋认真，加上极高的悟
性，学起东西来一直非常快，“别人学两三年
的，我学1年多就学会了。”

这么多年，牛和菊参加的演出大大小小有
很多场，她觉得这还是来源于“骨子里的喜
欢”，一坚持就是近20年。

2010 年，很多人听说牛和菊退休了，都来
请她教自己跳舞，于是她就组织起了一支舞蹈
队伍，年龄最大的有64岁，年龄最小的也有四
五十岁，“都是奶奶级”。

牛和菊说，最近她们正在备战一个全国性
的比赛，前期过关斩将，就等着最后一搏了，

“她们很多人都没站上过舞台，我想让她们都
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巧手阿姨变金牌老师
热心传授手工技艺

星报讯（冯金金 记者 马冰璐） “花随玉指添春色，
鸟逐金针长羽毛”。人们常用这样的语句形容心灵手巧有
一技之长的人。60 岁的李建秀便是这样一位巧手阿姨，
一根钩针、几根毛衣针、几团线，经过她一双巧手编织，很
快便变成精美的手工品。热心的她还经常为居民开设手
工课堂免费传授手工技艺。

心灵手巧的李阿姨今年 61 岁，热情的她浑身洋溢着
青春和时尚气息，“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做手工，打毛衣、
钩针、刺绣……我都会。”说起自己的拿手绝活来，李阿姨
格外开心，“一有时间，我就喜欢琢磨这些手工活。”凭着一
双巧手，她总能很快学会手工活，“这些手工技艺，都是我
自学的。”

去年，辖区社区成立手工团队，得知消息后，家住合肥
滨湖明珠小区的李阿姨第一时间报名加入，“和大伙一起
做手工，真是其乐无穷。”她不仅积极参加手工团队组织的
活动，还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团队的“金牌”老师。在她的
耐心传授下，队员们先后学会了宝宝鞋、茶杯垫、中国结等
手工品的制作，“大伙不仅学会了才艺，还增进了邻里感
情，真是一举两得。”

李阿姨不仅是手工达人，还非常热心公益事业，平日
里，社区举行的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总能见到她的
身影，“全民健身吧、老伙伴计划，我都参加了。”她说，自
己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发挥余热，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
居民们服务。

“教练爸爸”从教26年
带出多位冠军运动员

“奶奶级”舞蹈队登上全国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