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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王和剡 郑鹤鸣 记者 祁琳 文/图）
在合肥市瑶海区凤阳一村社区的 100 多位老人
很幸福，因为社区有个“左邻右舍”志愿服务亭，
老人们的档案包括姓名、住址、电话、身体健康
状况、生活需要等信息他们那儿都有，不仅可以
帮忙代购物、代缴费，还能上门照料生活。如
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居民主动加入到小区志愿
服务队伍中。

小小服务亭，志愿服务为老人
“社区‘左邻右舍’志愿服务亭的设立，主要

是因为辖区老年人口较多,我们创新思路，逐步
探索出一条居民邻里互关爱的社区养老新模
式。”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凤阳一村社区负责人介
绍说，社区在凤阳二村、凤阳三村两个小区入口
处开辟了一处“左邻右舍”志愿服务亭。

服务亭首先引入“共享”概念，由社区和物业

为附近的居民免费提供共享雨伞、共享轮椅、共
享书籍等物品，并通过“社工+义工”的志愿服务
模式，引入社会力量，整合社区“青岩志愿服务之
家”的八支志愿者队伍，为小区居民提供免费上
门维修和邻里关怀等服务，让老人们的“老有所
依”多了一层保障。

小区居民纷纷关心“左邻右舍”
凤阳二村12栋的严冬阁师傅是公交公司的

退休职工，懂得一点维修技术的他，经常义务帮
助居民解决一些家庭的水电问题，是一名名副其
实的社区好人。他隔壁的张老太是个独居老人，
每天吃饭是个大问题，买的少吃的少，却每天不
得不烧菜。严师傅发现这个情况后，每天主动地
多烧一点带张老太吃。

凤阳二村10栋的谢高胜师傅，去年身患尿毒
症，每周定期三次透析，因为谢师傅住在三楼，每次
透析完上楼很不方便。得知这个情况后，小区物业
王经理主动联系谢师傅，义务帮助其上楼。

记者进一步获悉，面对老龄化社区带来的社
区管理问题，瑶海区除了不断加大敬老养成投
入，还积极谋划和创新全社区共同构建敬老养老
的机制与措施。此次新成立的“左邻右舍”志愿
服务队以凤阳一村社区为起点，辐射街道八个社
区，以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独居老人为重点服务
对象，依托网格化服务管理，采取邻里互助、结对
帮扶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左邻右舍”在身边 老人生活不用愁

星报讯（陶李 席晓静 孙雨静 记者 马冰
璐） 当了 17 年的哥，45 岁的李明宝也做了 17
年好人好事。爱心送考、扶贫助残、免费搭载80
岁以上老人、拾金不昧、劝导轻生女孩……日前，
在跑车之余，李明宝又做了一件好事，帮一位丢
包的市民寻包，“虽然既要跑车，又要做公益，确
实很忙碌，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传递正能
量，感染更多的人走上公益之路。”

做的好事多到记不清
李明宝曾是合肥红旗木材厂的电焊工，

2001 年，他开始开出租车。“当的哥不仅开启了
我的新工作，还开启了我的公益之路。”17年里，
他不仅坚持参加爱心送考、扶贫助残，还常年免
费搭载 80 岁以上老人、拾金不昧……由于做的
好事太多了，他坦言，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件了。

在下肢瘫痪的何大叔眼中，李明宝像自己的
亲人一样亲切。3 年前，在一次前往敬老院开展
公益活动时，李明宝结识了情绪低落的何大叔，
得知他因打工致残，家境贫困，与80多岁的老母

亲相依为命时，李明宝决定，伸出手帮帮这位老
大哥，从那以后，他便经常去看望何大叔，并陪他
聊天。“他回家住后，我一有空也会去看看他。”李
明宝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关心，让何大叔感受到
亲人般的温暖，变得快乐起来。

免费搭载80岁以上老人
从8年前起，李明宝还开始做一件温暖的小

事，“免费搭载80岁以上老人。”每次遇到年迈的
老人，他都会通过闲聊的方式了解老人的年龄，

“一旦得知老人年过八旬，我便在到达目的地时告
诉他们不用付车费。”细心的他还会给老人一张自
己的名片，叮嘱他们如果需要用车可以给他打电
话，“8年间，已有上百位老人免费搭乘我的车。”

2016年12月，一直默默奉献爱心、乐于助人
的李明宝也切身感受了一把被人关心的温暖，由
于脑部长了血管瘤，他住院接受了开颅手术，“住
院期间，一拨又一拨的人前来看望躺在病床上的
我，让我非常感动。”其间，众多爱心人士共计为
他募得善款1.8万多元。

好的哥坚持公益17年
做好事多到自己记不清

星报讯（刘亚萍 余亚明 张婷 记者 沈娟
娟） 在合肥，有一支民间艺术团，可她们的水平
一点儿都不“民间”。记者在合肥市蜀山区丁香
社区见到丁香文化艺术团的阿姨们时，她们刚刚
从泰国表演回来。“我们是受邀去参加中泰文化
艺术节的，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出国表演了。”今
年 56 岁的腾安改说起这，一脸的自豪，“连儿子
都夸我们真牛，把舞蹈跳出国门了。”

“我们是 2017 年 10 月接到的邀请，听说要
去泰国跳舞，艺术团里的成员都踊跃报名，最终
去了 9 个人。”杨多林是艺术团团长,虽然之前跳
过很多舞蹈，但想到此次是代表安徽出国表演，
所以她们请了专业的老师指导，排练了一个多
月，有时候晚上也加班排练。

为了将舞蹈跳得更好，她们这群平均年龄
60 岁的阿姨铆足了劲，舞蹈中要用到一把长扇

子，“扇子上的绸缎有一尺八，要不停地抖开形成
波浪，每次练完手腕都疼得受不了。”

担心在机场和国外迷路，艺术团里的一位阿
姨给每一位表演者都织了一条红色的发带，每天
出门之前也都商量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每到一
个地方都是集体行动。

记者见到阿姨们时，她们特地将在泰国表演
和游玩的照片带来给记者分享。队员王雁告诉记
者，其实她们中的每个人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
有的上船就开始吐，有的回来后出现各种反应。

“表演结束后，我们还去参加了民间文化交
流，与当地的一些歌手一起合唱邓丽君的歌曲，
还互相学习两国的语言，场面十分热闹。”杨多林
说，这个艺术团不是第一次出国演出了，而对于
她们来说，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韩国跳舞，
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星报讯（白静 记者 沈娟娟） 11 年前，解秀菊和爱
人在一起了，而她也肩负起照顾脑瘫继子的责任，日复
一日，“虽然是个重组家庭，但我的幸福感满满，因为不
会说话的继子突然喊过我一声‘妈妈’，我自己的儿子
也添了孩子，我成功升级为奶奶啦！”

在合肥市望湖社区，今年 54 岁的解秀菊是街坊邻
居都点赞的好母亲、好媳妇，她视脑瘫的继子为自己的
亲生儿子，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亲父母对待。

十一年，视脑瘫继子如己出
解秀菊告诉记者，自己和老公 2006 年认识，当时

就知道家里有个重度脑瘫的孩子，是老公和他的前妻
生的，前妻也因此受到打击去世了，“我老公人特别好，
爱屋及乌，所以他的一切我都能接受。”

自那以后，解秀菊就开始了自己继母的工作。
1989年出生的继子自幼患有脑瘫，虽然一天天长大，但
不会说不会走，吃喝拉撒睡全部要人伺候，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每天，解秀菊都要给继子喂饭、洗澡、翻身、换
隔尿垫、清理大小便，换下来的床单、被褥和衣物天天
都一大堆。天气好的时候，解秀菊就会用轮椅推着继
子去公园晒太阳，给他讲故事，说外面的世界。

为了更好地照顾继子，解秀菊放弃了要孩子，精心照
顾继子十一年，继子的情绪也越来越好，多了一些笑容，

“突然，他喊了我一声妈妈，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重组家庭因她乐悠悠
在这11年里，解秀菊和老公、继子相处得很好，自

己的亲生儿子和这个重组家庭关系也很融洽，公公在
世的时候，吃喝拉撒都要她伺候，公公去世后，解秀菊
把孝心全放在了婆婆身上，带她泡脚、做理疗，经常去
看望婆婆。

2017 年，解秀菊升级成奶奶了，有了这个小孙子，
家里就更热闹了，她的老公特别疼爱小孙子，就像是自
己亲孙子一样。

“有这样一个和睦的家庭，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
事情。”知道解秀菊的情况后，望湖社区主动为解秀菊
申请了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待遇，她和老伴每人每年可
以领到数千元补助金，社区又为其继子办理了民生工
程项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2017年，解秀菊家又签约了家庭医生，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生会定期上门，为继子做医学护理，这对他
的健康有很大帮助。为了感恩，解秀菊和老伴闲暇时
会在高铁南站做志愿服务，为来来往往的旅客指引；她
还是老年学校时装模特班、向日葵文艺团手语班的成
员，“服务别人，也快乐了我自己。”

合肥大妈创建社区小剧场
自编自导自演普法情景剧

星报讯（詹伟伟 记者 马冰璐） 和同龄的大爷大
妈一样，62 岁的郭恒云也喜欢唱歌、跳舞，但与众不同
的是，她还擅长创作情景剧。最近，她在合肥市家家景
园社区创建了一个社区小剧场，由她自编自导自演的
一出普法情景剧博得了阵阵喝彩。

郭阿姨退休前在一家企业担任会计，和数字打了
一辈子交道的她也十分热爱文艺，“上学时，我就是文
艺骨干，那时候也经常写剧本、排演情景剧。”退休后，
时间充裕的她不仅创建了红石榴艺术团，带着一群大
爷大妈唱歌、跳舞，还萌生了继续创作、排演情景剧的
念头。

最近，由她自编自导自演的普法情景剧《娘走了》
在家家景园社区首演，感人肺腑并发人深省的剧情深
深地感染了观看演出的 39 位社区矫正人员。“这部情
景剧是由我 10 年前听说的一件真人真事改编的。”郭
阿姨说，3年前自己决定把它写出来，“从构思到创作完
成，仅花费了一周时间。”

10多天前，应五里墩司法所邀请，郭阿姨带着艺术
团的队员们紧密锣鼓地把这出情景剧排练了出来，“服
装、道具都是我们自己张罗的。”在演出前，大伙仅排练
了三次，但演出效果却非常好，看完演出，台下不少社
区矫正人员的眼圈红了。

据了解，除了这出普法情景剧，郭阿姨还创作了另
外一部情景剧《咱们都是社区人》，“准备在年前把这出
剧排出来，表演给居民们看。”

十一年来，她全心全意照顾脑瘫继子

重组家庭仍旧幸福感满满

平均60岁 这帮阿姨把舞跳到了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