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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终身未娶奉献他人
抚养侄子侄女 接送宣传员

“红太阳”们用实际行动温暖身边人
星报讯（吴华静 付敏 记者 马冰璐） 两年

前，在合肥市浅水湾社区，以孟令军为首的一群
热心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红太阳”公益服务
社。两年来，义务巡逻、关爱特殊群体……公益
服务社的队员们始终走在最前列。最近，队员们
又为合肥一所听障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了价值
4000多元的教具。

41 岁的孟令军是“红太阳”公益服务社的发起
人，2016年3月，在他的带领下，一群爱心人士聚集
到一起，成立了“红太阳”公益服务社，“我们希望，通
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像太阳一样温暖身边人。”

两年来，公益服务社人员队伍不断壮大，目前
共有志愿者80人，“大伙来自各行各业，怀着一颗
热心聚到一块。”两年来，每一次公益活动和志愿
服务，队员们都积极参加，出力又出钱，“从来没

一个人喊过一声累，大家都觉得帮助别人，快乐
自己。”孟令军说道。

公益服务社组建后不久，便成立了一个安心
巡逻组，专门对辖区浅水湾小区，创世纪花园小
区、琥珀五环城以及十八岗自建小区的出入道
路、视频盲点等开展治安巡逻、平安宣传等。两
年间，辖区居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队员们戴着
红袖章，举着手电筒巡逻的身影。

除义务巡逻，平日里队员们还经常参加关爱
听障儿童、自闭症儿童，关心孤寡、空巢老人等公
益活动，遇到爱心募捐，大伙更是踊跃慷慨解囊，捐
钱捐物。最近，孟令军和队员们还自发捐款4000
多元，为合肥一家听障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了一批教
具，“这条温暖的公益路，我们将继续走下去，为更
多的人带去温暖和关爱。”孟令军坚定地说道。

三十年前，张道贵的弟弟从车上摔下来，再也
没有醒过来，后来弟媳带着最小的侄女改嫁，他
便把6岁的侄女和4岁的侄子领回家抚养，家中
还有一个多病的老母亲，“伯伯养你们，再难也要
把你们拉扯大。”

如今，侄子和侄女都已经长大成家，可77岁
的张道贵并没有闲着，而是在烟墩街道滨湖家园
社区当起了志愿者，多年来义务接送患有眼疾的
基层理论宣讲员鲁化。 ▋李荣霞 记者 沈娟娟

怕侄子侄女受委屈，他终身未娶
1987 年，张道贵的弟弟和弟媳一起去江苏，

为了省钱，两人搭乘一辆拉化肥的机动车，不幸
的是，弟弟从车上摔下来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最大的 6 岁，最小的刚 1 岁，我实在放心不
下。”看到弟媳妇带着最小的孩子改嫁，张道贵放
心不下，把剩下的两个孩子接回家，开始了既当
爹又当妈的生活。刚开始，他还相过几次亲，但
是带着两个年幼孩子、还有多病的母亲，介绍的
姑娘只要听到这个情况，都没有了下文。

“虽说自己带会很辛苦，但孩子好就好。”从那以
后，张道贵打消了相亲、结婚的念头。最初的两年，母
亲还在世，能帮他分担一些，看着孩子，他出去卖菜。
母亲去世后，他除了种地，还种了西瓜、养了鸭子，“没
人照顾孩子，生意肯定做不了啊，但是只种地哪能养
活得了孩子。”

村里人看他辛苦，劝他说不管带不带孩子，找
个人能分担很多，可还是被张道贵拒绝了，“怕孩
子受委屈”。因为孩子小，需要照顾，白天张道贵
就放鸭子，晚上把孩子安顿好，睡着后，他一个人
到地里割稻子，累了就在田埂上睡一会，早晨再

回去给孩子做饭。
由于没有考上高中，张道贵又送侄女学了裁

缝、侄子学了油漆工，有了谋生的一技之长。

多年义务接送基层理论宣讲员
侄子、侄女长大后，有了手艺，能自己顾着自

己，张道贵的日子才渐渐好过，再到后来的拆迁
安置、自己办理了低保，日子有了盼头。

“侄女家两个孩子，侄子第二个孩子马上也出
生了，现在家里很热闹，逢年过节他们都会回到
家里，全家人一起过节、过年。”张道贵说，吃再多
苦、受再多累，只要看到孩子们过得好，自己就很
知足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如今，张道贵年纪渐渐大了，为了更好照顾伯
伯，侄子选择与他住在同一栋，方便照顾，家里做
了好吃的，也第一时间拿给张道贵。虽然侄女嫁
到了和园，也是隔三差五到伯伯家，给伯伯送去
吃的、穿的、用的，“我现在是啥都不缺，衣服鞋子
都穿不过来，都是侄子、侄女买的，生病住院，他
们更是寸步不离，悉心照顾，真是把我当亲生父
亲来赡养了。”

张道贵今年已经 77 岁，依然没有闲着，成为
了家园辖区的一名志愿者，每天步行近 6 公里接
送患有眼疾的基层理论宣讲员鲁化。

“家园老人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但是鲁老师
眼睛不好，走到这边来很费劲，可是我眼睛好
啊，我可以接送他，就当锻炼身体了。”就这样，
自 2015 年 10 月开始，张道贵义务接送起了鲁
化，风雨无阻，“我虽然人老了，快 80 了，但我精
神不老啊，我仅仅是想为鲁老师做点事情，当
他的眼睛。”

老年人经常中招金融诈骗，合肥市南七街道联
合工商银行合作化路支行将17个常见的金融陷阱
防范方法送到老年居民身边。

银行工作人员提醒，老年人在生活中很容易遇
到金融陷阱，比如电话推销、冒充房东、假称退还
养老金、冒充亲友请求“紧急汇钱”等，老年人一定
要增强鉴别能力，防止受骗上当。

▋奇元 陈钰 亚萍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星报讯（白静 记者 沈娟娟） 董桂干家住合
肥市望湖社区望湖嘉园，她凭着一己之力组起了
一个 70 多人的合唱团，不仅教大家如何唱歌，还
教大家如何生活得更好，传授一些生活小窍门。
别看这个平均年龄达到70多岁的合唱团，他们的
感情好得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董桂干是望湖社区合唱团的老师，在教学过
程中，不仅教授合唱团成员契合社会新风尚，弘
扬社会正能量的歌曲，还在休息期间教授成员生
活技能，“我喜欢唱歌，喜欢做菜，最拿手的是梅
干菜扣肉，独家秘方我也全部传授给队员们。”

在教授知识之余，董桂干积极联络各方，为合
唱团成员争取各类演出的机会，为了更好完成教
学，她建立了名为望湖歌友群的微信群，将教授
的知识上传到群里，并为每位成员打印、复印好
教学的知识内容，每次有演出董老师也提前在群
里通知各成员，并详细告知注意事项，同时独自
做好演出的后勤保障。

董桂干记得，2015年望湖社区重阳节演出时，
由于没有合适的演出服装，董老师积极联系安徽省
歌舞团的熟人，向她们借了几十套演出服装，在借
还衣服的过程中，董老师都是独自一人完成。

记者了解到，望湖合唱团现有 70 多名成员，
平均年龄达到 70 多岁，最高年龄已有 83 岁。每
当遇到不能来上课的成员时，董桂干总是亲自打
电话询问。“有一次，70多岁的丁老没能按时来上
课，我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丁老生病了，我赶紧冒
着大雨上门看望了他。”董桂干说，合唱团里最高
龄的韦大姐已经 83 岁，她总是会给予特别照顾，
搀扶走路、提醒台阶、帮拿包包、找凳子坐等等，
每每遇到好吃的零食也想着这个大家庭的兄弟
姐妹，总是带些来一起分享，获得的包河区先进
个人奖励500元现金也拿出来当做了团费。

董桂干说，一个人玩没有意思，带着大家一起
玩特别有趣，还有成就感，“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
就是要同甘共苦，一起玩一起闹，有事一起分担。”

七旬老人组起合唱团 共享晚霞生活

星报讯（倪惠惠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最近，
合肥市龙河路社区爱心食堂正式开张，这也是蜀
山区第十家爱心食堂。据了解，未来一个月，该区
还将陆续新增10多家爱心食堂，值得一提的是，爱
心食堂面向 60 周岁以上老人实行助老价，两荤两
素一汤仅需7元或6.5元。

96岁的胡素英是一位空巢老人，平日里，她的
一日三餐全靠自己张罗，“买菜、洗菜、做饭……每
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忙活吃饭的事。”胡奶奶说，有
了爱心食堂，自己的一日三餐有了着落，“今天的
午餐是红烧鱼、米粉肉……两荤两素一汤，仅需6.5
元，营养又健康。”

居民覃秀姿是布依族人，她和老伴是空巢老
人，女儿在国外生活，“除了忙活一日三餐，我俩还
要照顾 90 多岁的婆婆。”她说，爱心食堂帮了她一
个大忙，“以后再也不用为吃饭问题发愁了。”

据了解，龙河路辖区共有 60 周岁以上老人
1900 多位，爱心食堂的午餐市场价为 12 元，但面
向60周岁以上老人实行助老价，60周岁至74周岁
老人午餐收费 7 元，75 周岁以上老人午餐收费 6.5
元，晚餐主食一律为6元。

据悉，爱心食堂系政府购买服务，将实行零利
润运营，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志愿者还
将提供送餐上门服务。除了面向老人服务外，附近
的居民和上班族也可以来就餐，但不享受助老价。

爱心食堂开到家门口
60周岁以上老人就餐享助老价

有人托她介绍老伴，有人把她当“女儿”

48岁大姐乐当老人们的“贴心人”
星报讯（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在合肥市沁

心湖社区食堂，提起盛慧，老人们都赞不绝口，“盛
大姐可是个热心人。”短短1年多时间，热心肠的她
收获了众多“忘年交”，并成为老人们的“贴心人”。

48岁的盛慧是食堂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配餐
等工作，“2017年1月，食堂开张后，我便开始在这里
工作。”起初她有点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份需要和老
人打交道的工作。

“后来我发现，这份担心是多余的。”她说，仅
仅一个多月后，自己的细心、耐心和热心便给老人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获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可，

“每次老人们来就餐时，老远便和我打招呼：‘盛大
姐我们来吃饭啦！’”

为了当好老人们的贴心人，盛慧每天8点前就赶
到食堂，每晚都要忙到快7点才下班，见她辛苦忙碌的
样子，家人经常劝她换份工作，1年多来，繁重的工作还
让她掉了十几斤肉，“可我舍不得这群可爱的老人。”

经过1年多的相处，老人们不仅和她结成“忘年
交”，还把她当成“贴心人”，有的老人把她当“女儿”，
经常和她说些贴心话，还有的老人甚至托她帮忙介
绍老伴，最让她感动的是，每到逢年过节，她的手机
便响个不停，“全是老人们发给我的祝福信息。”

春节前夕，合肥连下两场暴雪，细心的盛慧不
仅叮嘱行动不便的老人不要来食堂就餐，还和志
愿者们一起冒着暴雪为这些老人送餐上门。如
今，在盛慧心里，这些老人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
样，“每次听说在食堂就餐的老人去世的消息，心
里就难过得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