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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吴山铁字非遗传人邓
之元一直钻研铁字，更以创意闻
名。今年 62 岁的邓之元以临
摹、创意作为自己的养生运动方
法，他认为动静结合更能体现出
人生之道。邓之元先生已年逾
六旬，走路健步如飞，讲话口若
悬河，谈及自己的养生保健之
道，邓之元说自己不抽烟不打
牌，每天晚上9点钟左右休息，清
晨4点起床。起床后即开始练大
字，两个大字写下来，浑身冒汗，
锻炼效果显著。▋记者 赵汗青

在合肥市周谷堆社区，有一位“七主任”，
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名，但却都知道她是外
来务工子女的“好奶奶”。今年61岁的张家兰
退休后没有跟普通人一样颐养天年，而是在家
里办起了幼儿园，专门帮外来务工人员看管子
女，一开就是十年，遇到家庭困难的，她甚至还
免除学费。 ▋周友奇 记者 沈娟娟

退休后，老太开起务工子女幼儿园
“我以前是做妇女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特

别喜欢孩子，退休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就琢
摸着想做点事情。”张家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看到周谷堆附近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家中
年幼的孩子无人看管，她便萌发了开一所幼儿
园的想法，专门帮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2007 年 3 月，张家兰退休，4 个月之后，她
的幼儿园开张，第一年接纳了 30 多个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学费按照每月60元的标准收取。

“一开始就我一个人，又当老师又当保姆，
特别辛苦。”张家兰说，后来知道的人多了，好
多外来务工人员都把孩子送来幼儿园，第二年

孩子就猛增至100多人。
跟普通幼儿园不同，每天早上7点不到，很

多家长就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晚上有时候加
班，孩子也是在幼儿园里由老师带着，“家长在
外打工特别不容易，我们能帮就帮一点。”

想让女儿接过她的“接力棒”
在张家兰的幼儿园，每个孩子每学期的费

用在2100元，有时候，碰上家庭实在困难的孩
子，她还会主动减免费用。“这些都是我应该做
的。”张家兰经常去为孩子们采购新鲜食材，天
气炎热的夏天，她每天都要去菜市场，冬天，她
就一周去一次，买回一些耐放的菜，“要让孩子
在我这里吃得好，家长能放心。”不过，最让张
家兰担心的是，孩子在幼儿园难免磕磕碰碰，
自己也会很内疚和自责，“最怕家长不理解。”

张家兰觉得，这个外来务工子女幼儿园特
别有意义，所以会一直开下去，随着自己年龄
渐渐大了，现在带着女儿学习幼儿园运营，“希
望女儿接过我的接力棒，让更多的外来务工子
女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母女合开工作室
传承家传钩针绝活

星报讯（夏玉进 付敏 记者 马冰璐） 在合肥市青
阳路社区，提起手工达人宇岭梅和姚烨母女，居民们都
赞不绝口，因为母女俩不仅手艺精湛，还非常热心。令
人钦佩的是，两年前，母女俩还合开了一个手工工作
室，传承家传的钩针绝活。最近，母女俩正搜集资料，
准备为自家的钩针绝活申请区级非遗。

60岁的宇阿姨和33岁的姚烨擅长的钩针手艺源自
家传，“我母亲擅长钩针，小时候，家里的桌布、杯垫等装
饰品，都是她亲手用钩针钩织的。”宇阿姨说，在母亲的影
响下，自己从10来岁起便开始“研究”钩针，“长大后，我
把母亲传给我的钩针绝活还‘发扬光大’了一下。”

宇阿姨说，比起母亲只会用钩针钩织装饰品，自己
还学会了用钩针钩织衣服、鞋子、帽子等，“我女儿小时
候穿的裙子、鞋子都是我钩织的，用如今的时髦话来说
就是私人订制，独一无二。”

在宇阿姨的耳濡目染下，姚烨自幼便喜欢做手工，
“但直到30岁才开始正式钻研。”3年前，从事采购工作
的姚烨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便开始做手工减压，“后来，
我干脆辞职，并花了半年时间悉心钻研手工。”

半年后，她和母亲开了一家手工制品小店，生意十
分红火，“两年前，我们关了小店，开了一个手工工作
室。”从此，姚烨便吃住在工作室，整天研究创新手工制
品，如今，除了家传钩针绝活，她还擅长刺绣、布艺等。

值得一提的是，热心的母女俩还经常义务教手工
爱好者学做手工制品，并参加公益活动。最近，母女俩
萌生了为家传钩针绝活申请非遗的念头，目前，自己正
在搜集资料，准备为自家的钩针绝活申请区级非遗。

星报讯（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带着手机
结伴出游，记录下沿途的美丽风景，顺便把自
己拍得“美美哒”……在合肥市沁心湖社区，有
这样一群大妈摄影“发烧友”，她们用小巧的手
机拍出了花样晚年。

66岁的王玉珍阿姨退休前从事销售工作，
“和算盘、计算器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想到老了
老了，和手机成了朋友。”她说，最大的意外惊
喜要数因此结识了一帮手机摄影“发烧友”。

2014 年，王玉珍跟着 40 多位大妈一起跳
起了广场舞，“每天跳一两个小时广场舞，可光
是跳舞，大伙交流比较少。”去年，她和两三个
相熟的舞友提出，大家一起结伴出去玩玩，促
进交流和沟通。

“一开始就我们三四个人一起在合肥的几
个景点玩一玩。”后来，陆陆续续有 10 来人慕
名加入了这个“大妈观光团”，“可光是吃吃喝
喝玩玩，我们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王玉珍

说，后来，有人提出，用手机相机记录下这些美
好时刻。

于是，她们纷纷举起手机，拍摄沿途的美
丽风景，顺便拍点自拍照，“为了把风景和自己
拍得美美哒，我们可费了不少功夫。”她笑着
说，大伙不仅纷纷购置了最新款拍照相机，还
专门向子女请教了一些简单实用的拍照技巧。

如今一年过去了，她们不仅带着手机，拍
遍了合肥各大景点，还先后前往滁州、南京等
地游玩、拍照，“那些地方不仅留下了我们的足
迹，还让我们拍到了许多美图。”

最让她们欣喜的是，她们还学会了一些拍
照技巧，“如何取景、构图、修图，我们都略懂皮
毛。”最让她佩服的就是摄友魏红丽、房玉霞的
拍图技术特别棒，“要知道，以前的我们可是拍
照都对不上焦的‘菜鸟’。”王玉珍说，未来，她
们将继续带着手机四处观光，顺便记录下自己
的花样晚年。

星报讯（周先荣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以勺
为笔，以糖浆为墨，一把铜铲，只要几秒或者几
十秒，一个个既能吃又能玩的小玩意便出现在
眼前，很多人都记得儿时最喜欢的糖画。在合
肥市龙居社区，55岁的张云萍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糖画达人”。每个星期，张云萍都会到社区
或者学校去给孩子、老人们表演糖画、面人等，
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

张云萍小时候住在坝上街，爷爷当时以卖
糖画为生。“看到爷爷做糖画，觉得很好玩，吃
上一口甜甜的，我也会拿着勺子折腾几下，不

过并没有想去学习。”张云萍记得，后来爷爷老
了，无法将糖画的技艺传给她，她这才发现糖
画即将失传，于是，她远赴四川找到爷爷当年
师父的后人学艺，学成后回到合肥，又经过多
年研习，才创造了“张氏糖画”。

张云萍说，爷爷那时候做的糖画更注重的
是“口感”，只要好吃就行，但到现在，糖画已经
变成了一件工艺品，欣赏价值远远大于食用价
值。在爷爷的基础上，张云萍致力于将一些创
新的元素应用在糖画上，比如画奥特曼、喜羊
羊、海绵宝宝等，赢得了不少小孩子的喜欢。

爷爷卖糖画，爸爸喜欢书法，在他们的影
响下，上世纪 80 年代，张云萍开始学习书法、
练习绘画，这对后来的糖画创作都起到了积极
的影响。张云萍对绘画特别着迷，每天晚上睡
觉前都要抱着一本绘画书看，看到一些好的元
素，就会马上记录下来，再应用在自己的糖画
创作中。经过 30 多年的学习，张云萍不仅是
个糖画达人，还学会了面人、手绘脸谱、手绘真
丝扇等传统技艺。

“我要让更多的人认识传统技艺，有机会
让它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张云
萍告诉记者。

糖画、面人、手绘脸谱、手绘真丝扇……

5旬老太要将4样传统技艺推向全球

星报讯（朱菊辉 记者 沈娟娟） 在合肥市朱岗社
区，有一支特殊的艺术团，他们最擅长情景剧的表演，
而且非常钟爱“红色题材”，虽然都是一群平均年龄超
过 50 岁的大爷大妈，但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一点儿也
不逊色。因为出色的表演，他们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
节目录制，还曾走进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表演。

“我们大多是一群退休人员，最大年龄 65 岁，最小
的也已经 40 多岁，平均年龄达到 50 多岁。”八年前，刘
光珍发起成立了这个艺术团，因为大家都对红色题材
很偏爱，所以给这个艺术团起名叫“映山红艺术团”。
在映山红艺术团里，有很多人都和刘光珍一样，对艺术
有着一份坚守和喜爱，每个星期，他们都要在一起排练
四次。记者看到，虽然已经 50 多岁年龄，但从背后看
来，他们还是一群“小年轻”，动作做起来都很到位。

“别看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的艺术团，但经过八年的
锤炼，我们已经不再业余了。”刘光珍说，每年，他们都
要外出参加5、6次大型演出，今年刚刚参加全球徽商名
媛的演出，一口气表演了《十送红军》、《再回大别山》、

《不忘初心》等情景剧的演出，收获掌声一片，还有不少
人感同身受都哭了。

记者了解到，2015年，映山红艺术团还受邀到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为重要人士进行了 6 分钟的演出，“这让
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也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

合肥有个红色艺术团最爱情景剧

钓鱼台国宾馆演出获点赞

退休老太为外来务工子女开办幼儿园

“好奶奶”十年甘当“孩子王”

大妈摄影“发烧友”手机拍出花样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