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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韩雪娇 孔维舟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一
人、一鼓、一竹板……在合肥经开区高刘社区，与共和
国同龄的窦常胜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温饱冷暖用
最具地方特色、最贴近百姓的方式在舞台上演绎，而
他也是大鼓书非遗传承人。

1979 年春天，窦常胜发挥民间曲艺“轻骑兵”的
特征和审美效果的战斗性功能，凭借对大鼓书艺术的
深刻理解以及对现实题材的深刻把握，以一曲唱腔独
特、语言诙谐的《酒书记》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部分不
良风气，引起强烈反响。

一阵急促的鼓点，当高刘社区2018年文艺汇演的舞
台灯光亮起。一人、一鼓、一竹板，老人的唱腔再次响起。

“村东办起幼儿园，村西又建教学楼，村南边农家
书屋健身房，村北边操场跳舞打篮球，村中间农贸市
场菜新鲜，商场超市人碰头……”记者在现场看到，窦
常胜以诠释经典的方式描绘了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
九大后高刘社区的新变化，反映了百姓的美好新生
活，古曲新唱让市民感觉很新鲜。

“将老曲子进行改编，和现在的美好生活嫁接，也

能让它重新焕发生命力，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大鼓书。”
窦常胜告诉记者，近年来，社区组建了百姓宣讲团,让
学习宣传小型化、分众化、具像化，出台了党员干部

“十不准”，为社区大建设大发展保驾护航，“我有感而
发，再创《酒书记》。”

在窦常胜的《酒书记》中，窦常胜为传统曲艺赋予
了新生命，也唱出了满满的幸福感。

老曲子“嫁接”美好新生活
大鼓书非遗传承人再创经典

星报讯（陈红 记者 马冰璐） 早晨做操、打莲湘，
晚上散散步、和邻居们拉拉家常……家住合肥市王卫
社区的贾荣芳从生产队长“岗位”上退下来后，除了享
受快乐随意的晚年生活外，还不忘发挥余热为民服务。

墙上悬挂着两块书法横匾，茶几上也整整齐齐摆
放着报纸杂志，82 岁的贾荣芳家的客厅摆设透着些
一般失地农民家里难得见到的书卷气。贾荣芳谦虚
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上过学，认识的字也不算多。熟
悉她的左邻右舍却异口同声地表示，老人家文化不高
水平高，18年的生产队长可不是白当的。

回迁后，贾荣芳和大伙一起搬进了望湖北苑小区，
很快从生产队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她又被赋予重任。
社区书记亲自登门，邀她“出山”发挥余热。“回迁小区
普遍有卫生状况差，民事纠纷不断的问题，急需一位有
威望的人为大家服务。”贾荣芳知道，这个活自己肯定

能干好，“我觉得，不管自己是不是生产队长，都有义
务、有责任为大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楼上楼下噪音、乱扔垃圾这样的小事，说得多了
情况明显好转，最头疼的就是每个月的水电费收取。
那时候，水电都没有出户，爱贪小便宜的人就动起了
歪脑筋，导致分表数字与总表不符。几个月下来，贾
荣芳已经大致锁定了几个“目标”，便有意无意地旁敲
侧击，“都是乡里乡亲的，一家偷水电，别人就要交冤
枉钱”。一时糊涂的人很快就被点醒了，但也有几户
始终装傻，贾荣芳也不着急，一遍又一遍“絮叨”，没想
到还真的管用，最终问题彻底解决了。

虽然不用整天在田里耕作了，但劳动了一辈子的
贾荣芳还是难舍心头的土地情结，利用住在一楼的优
势，她在房前屋后都种上了鲜花，既扮靓了小区，也给
自己带来了好心情。

八旬“生产队长”发挥余热为民服务

爱心志愿服务队
连续6年为老人送“礼物”

星报讯（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在合肥
市沁心湖社区，有这样一支爱心志愿服务
队，从 2013 年起，队员们每年春节前都会

“组团”前往庐江县万山镇敬老院，为那里
的60余位老人送去年货、衣服、助听器、文
艺演出等“春节礼物”。

今年春节前，孔璐等 10 多位爱心志愿
者像往年一样，出发前往庐江县万山镇敬
老院，看望那里的 60 余位老人。和他们

“同行”的还有140件棉衣棉裤、10箱年货、
6 对助听器，除了这些实用的“春节礼物”
外，社区乐心社文艺团还特地为老人们准
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黄梅戏《情系黄梅》《到底人间欢乐
多》，大合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为
了谁》等节目赢得了老人们热烈的掌声和
阵阵喝彩声。值得一提的是，擅长书法的
志愿者们还纷纷现场挥毫泼墨为老人们写
春联。“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每次得知我们
要去的消息，老人们便会早早守在敬老院
门口等待。”孔璐说，最近几年，爱心志愿服
务队的人员还在不断壮大，“除了退休老
人、热心党员外，还有不少热心居民和年轻
人也开始加入服务队。”

据了解，6 年来，志愿者们累计向老人
们捐赠了72箱衣物、16对助听器，其间，志
愿者们还先后两次前往当地幼儿园，并为
孩子们送去500余件玩具、200余本图书。

星报讯（周莉 记者 马冰璐） 在合肥市包河区盛
大社区有这样一对婆媳，婆说媳好，媳说婆好，提起她
们，左邻右舍都羡慕得很，她们就是好婆婆吴方华和
好媳妇戚艺梅。

说起儿媳戚艺梅，67岁的吴方华赞不绝口，“她不
仅孝顺公婆，还与小姑子情同姐妹，真是难得的好媳
妇。”吴方华说，1995年，老伴在外打工时摔伤了腰，戚
艺梅每天帮着她一起照顾老伴，“她不怕累，不嫌苦，经
过我俩悉心照料，老伴很快恢复了健康。”

更加让吴方华感动不已的是不久后，她自己也病倒
了，“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她不仅不嫌烦，还细心
地照顾我。”在吴方华卧病在床的两个多月里，戚艺梅和
小姑子抢着照顾婆婆，毫无怨言，“为了让我早日恢复健

康，她变着法子，做一些营养可口的饭菜给我吃。”
在戚艺梅看来，孝顺就是既要孝又要顺，因此，生

活中各种大小事，她都会请教婆婆，听取婆婆的意见，
顺从她的心意。说起自己的婆婆吴方华，戚艺梅也是
交口称赞，“她对我像对待亲闺女一样，虽说我俩是婆
媳，但胜似母女。”她说，平日里婆婆宁愿自己累一点、
忙一点，也不让自己多操劳一分，“我生孩子的时候，
恰好公公和丈夫都不在家，危急时刻，是婆婆用板车
把我拉到卫生院的。”

“女儿出生后，婆婆寸步不离地细心照顾我们母
女俩。”戚艺梅说，不管白天黑夜，婆婆都守在她们身
边，“我看她这么辛苦，便劝她休息休息，可她却说自己
不累，其实我明白，她是想全心全意地照顾好我们。”

这对好婆媳 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上有八旬岳母下有脑瘫儿
他依然坚强乐观面对生活

星报讯（张奇元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在合肥市南七街道，今年56 岁的王广付和
妻子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88 岁的岳母大
腿骨折十多年，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很小的
时候从床上摔下来，变成了智力残疾，同样
生活不能自理。“虽然我们一家靠着微薄的
退休工资和儿子的低保金等生活，但只要
一家人在一起，再难我也不怕。”王广付说，
自己仍然会很乐观地面对生活。

王广付和妻子结婚 32 年了，因为妻子
是家中的独女，所以他们和岳母在一起生
活了30年，还可以互相照应着。谁知十几
年前，岳母一次不慎将大腿摔骨折了，加上
年事已高，自此生活不能自理，只能长期卧
床，靠王广付和妻子伺候吃喝拉撒睡。

“其实，我家里已经有一个不能自理的
人了，这下变成两个了。”原来王广付的儿
子出生几个月的时候从床上摔下来，伤到
了后脑勺，虽然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但从那
时候起，儿子动不动就摔跤，后来诊断为智
力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王广付为这个儿子操碎了心，因为儿
子无法照顾自己，不知道饿了还是饱了，也
不知道到点要吃饭，所以自己和妻子照顾
了他30来年，还要时刻担心他走丢了，“不
敢让他出门，生怕他一个不小心就跑丢了，
可不让他出门就闹得慌，我们就轮流陪着
他在小区转转。”

在王广付的家中，除了岳母、儿子和妻
子外，还有一个女儿，5口人生活在一起，但
仅仅靠着夫妻两人微薄的退休工资和儿子
的低保抚慰金等生活。

“谁也不想发生这个事情，但既然发生
了，我们就不能怨天尤人，必须自己克服困
难。”了解到王广付的情况后，南七街道党
员共建扶贫活动中，他获得了面条、被子、
大米等慰问品，“只要能被人想着，我就感
觉很幸福了。”

现在，王广付的女儿已经工作，能拿到
一份还算可以的工资，这让他感觉未来越
来越明朗，用他的话说，生活总是在朝着好
的方向发展。

星报讯（杨孟 雨静 记者 沈娟娟） 会跳广场舞、
能打各种拳、擅长太极剑……在合肥市翠庭园社区，
有一位刚柔并济的朱先兰大妈，虽然3年前才开始拜
师学习打拳，但她的各种拳已经炉火纯青，并且现在
她已经成功带出了一支娘子军。

“三年前，我跟着别人一起学跳广场舞，后来看电
视上有位老师打拳特别厉害，英姿飒爽的，我一下子
就心动了。”为了体验现场的感觉，朱先兰带着小孙子
经常去老师教学的地方学习，她的执着让老师注意到
了，“他让我打一套拳给他看看，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打了，可能他觉得我基本功不错，立刻就收我为徒。”

后来，朱先兰每天早上都会在小区里晨练，大妈
们看到后都抢着跟她学，她就把自己从老师那学来的

东西原封不动教给老姐妹们。现在，朱先兰组织了一
支锦林太极队，每天定时晨练，有活动时也会四处演
出，最大的队员今年已经80岁，而她的孙子也经常和
奶奶们一起练拳舞剑，活脱脱一个编外人员。

记者看到，朱先兰的锦林太极队大约有20多人，
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太利索，动作不太到位，朱先兰就
手把手地教，一个一个辅导，“只要慢慢教，总会学会
的，只是动作做得好坏而已。”

朱先兰说，自己年前刚刚参加完翠庭园社区的党
建联谊会，和老姐妹们表演了太极扇的节目，尽管之
前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她更爱家门口的活动，“比赛
名次不重要，参与的过程开心就够了，我能带着她们
一起锻炼身体，也要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

大妈刚柔并济“打”出一支娘子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