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自幼在 3 对养父母

的呵护下成长，热心的韩萍从小立志长大后要以爱心回

报社会。20多年来，除了热心公益外，她还先后“助养”了

5位孤儿，如今，这些孩子都已成家立业。

65 岁的韩萍家住合肥市沁心湖社区，“我是一名孤

儿。”她说，自己从未与亲生父母谋面，更不知道他们姓甚

名谁，“我自幼在 3 对养父母的呵护下成长，如果没有他

们，就没有今天的我。”记忆中，虽然自己并非亲生，但养

父母们一直对她视如亲生，倍加疼爱。

长大后，韩萍渐渐知道自己的身世，“从那时起，我便

暗暗下定决定，要用爱心回报社会，报答养父母们的养育

之恩。”工作之余，她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公益活动中，无

偿献血、爱心义卖、铲除牛皮癣……她都踊跃参加。

更为可贵的是，从 20 多年前起，她还开始“助养”

孤儿，每次，一听说哪里有穷苦无依的孤儿，她便赶去

看望，并送去钱财衣物和食物，有时，她甚至把孩子接

回家中亲自照顾，孩子们亲切地称呼她“妈妈”，“一看

到他们，我便想起儿时的我。”

“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助养’了 5 个孤儿。”在韩萍

的关心和呵护下，这些孩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走上工作

岗位，并成家立业。

如今，热心的韩萍仍然闲不住，她不仅继续行走在

公益前线，还经常义务客串“导游”，带辖区的老人们旅

游，“这些老人大多和我年龄相仿，子女都忙于工作，他

们一直想出门游玩，却无人陪同。”她说，自己非常喜欢

旅游，许多景点都去过，“我一路上既是‘领队’，又是

‘导游’，确实十分忙碌辛苦，但看到老人们开心的笑

容，我就觉得所有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3对养父母呵护她长大
热心阿姨“助养”孤儿报恩

星报讯（蔡旭东 季云冈 记者 马冰璐 文/

图） 虽已是 88 岁高龄，家住合肥市翠庭园小区

的李龙本大爷却是小区里有名的钱杆舞“发烧

友”，身体硬朗的他不但舞步轻盈，动作娴熟，而

且一曲跳完，面不红、气不喘。他爱喝酒喜吃肉，

却身体健康，连感冒、咳嗽都很少有，惹得左邻右

舍羡慕不已。

李大爷与钱杆舞结缘于 4 年前，小他 20 岁

的胡大爷喜欢跳钱杆舞，见李大爷喜欢运动，便

热情地邀请他加入了钱杆舞队，“别人要学一两

个星期，可他三五天就学会了。”胡大爷说，李大

爷的舞蹈天赋令人惊叹。

伴随着舞步流转，钱杆在李大爷手中飞舞……

一曲终了，李大爷放下钱杆，停下舞步，面不红、

气不喘。最近，在由蜀山区城投公司下属物业公

司举办的小区文化节上，李大爷带着队员们露了

一手，博得场下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得知他

已是88岁高龄，观众们不约而同地点赞：“这个大

爷不简单！”

除了热衷钱杆舞，李大爷还喜欢打篮球和太

极拳，“晨练打篮球和太极拳，晚上跳钱杆舞

……”李大爷说，动静之间，自己的身体越发硬

朗，不仅没有“三高”等慢性病，连感冒、咳嗽都很

少有。

李大爷喜欢喝酒吃肉，“每天雷打不动 2

两酒，尤其喜欢吃肥肉。”他说，自己的晚年生

活可谓丰富多彩，乐趣无穷，“每一天都过得充

实快乐！”

钱杆也能舞出夕阳红
年近九旬运动生活更精彩

星报讯（刘贞 季云冈 记者 沈娟娟） 在合

肥市五里墩街道，有一位 65 岁的阿姨叶佩秋，她

不仅钟爱老年人的太极、气功等“静态”运动，还

喜欢上了朝气蓬勃、动感十足的柔力球，她就像

个年轻人一样活力无限，还经常给大家表演魔

术，看到大家的笑脸，她觉得一切都值了。

叶佩秋出身于一个魔术世家，父母亲都是老

一辈的知名魔术师，她在这种耳濡目染中长大，

刚上小学时，叶佩秋就跟着父母学会了魔术基本

手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赶鸭子上架般在联

欢会上表演魔术，当被剪断的丝巾，重新完好地

展现在众人面前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于是，叶佩秋开始在父母的指导下刻苦学习魔

术，高中毕业后，她考上了福建的一个杂技团。然而，

家人考虑到她年幼，离家远，且身体不好，没有让她继

续踏上魔术之路，而是让她进入了一家企业。

尽管在企业里工作，但叶佩秋没事的时候总

在家里研究魔术，后来，叶佩秋退休了，玩魔术之

余跟附近的老邻居们学起了打太极、练气功，生

活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有一次，我在老年大学里看到柔力球表演，感觉

太有朝气了，和我的气功、太极‘一动一静’，从此我就

迷上了。”叶佩秋说，在自己的勤学苦练下，她学会了

一些基本的动作要领，2016年，在她的组织下还成立

了五里墩街道的柔力球队，14个人大多是退休职工，

平常一起训练，也会去外面参加一些比赛。

前几天，叶佩秋和她的队友们刚刚参加完合

肥经开区德颐顺老年服务中心等协办的“蜀山区

第六届老年人柔力球、健身球友谊赛”，获得了95

分的高分。

六旬阿姨
用魔术玩转精彩人生

二十多年修笔匠
投笔做公益服务四邻

星报讯（高葭 记者 沈娟娟） 20 多年前，陈晓玲在

父亲的影响下成了一名修笔匠，修起钢笔来又快又好，而

如今，用钢笔的人越来越少，陈晓玲的生意也不如以前，

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人慕名找到她家来修钢笔，闲暇

的日子，她就跟着附近的人一起做起了志愿者。

陈晓玲家住合肥市包公街道包河社区，今年已经

60 岁，因为父亲在淮河路钢笔修理部工作，她渐渐地也

学会了修理钢笔这门手艺。

“20世纪90年代，钢笔在学校使用率很高，我每天都

骑着自行车，带着工具，到学校去帮学生们修钢笔。”陈晓

玲告诉记者，那时候自己的生意特别火爆，一天能修40多

支，只有中午吃饭能休息一会儿，“每周都要排行程表，周

一去哪个学校，周二去哪个学校。”

陈晓玲记得，钢笔大多是笔尖出现问题，一摔就容易

把笔尖摔弯了，因为长期修钢笔，她的眼睛有些散光，55

岁开始戴起了老花镜。

二十多年来，陈晓玲一直坚守着修钢笔的手艺，然

而，随着用钢笔的人越来越少，她的生意越来越差，已

经将维修点设在了家中，“有些人在我这修过钢笔，就

直接找到我家，之前还有一个广州人从网上搜索到我

的信息，直接找来了合肥。”

没有钢笔修的时候，陈晓玲就和附近的邻居们一起

做志愿服务，她们在街头整理过共享单车，去植物园捡过

垃圾，给孤寡老人送过粽子，忙得不亦乐乎，前段时间她

刚刚获得了包河社区上半年优秀志愿者，获得了表彰。

“我修钢笔一辈子了，想教自己的孩子，可他不愿意

学。”陈晓玲说，修钢笔是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以后如果大

家需要，她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合肥朝霞社区住着一位97岁的“老寿星”戴玉

华，虽然上了年龄，但胃口还是特别好。“只要煮烂

了，打碎了的东西，都能吃，也会吃肉喝汤。”平日

里吃吃饭，看看电视，和家人聊聊天，有时候再和

家人一起外出散散步。但旁人不知道的是，这位

健康乐观的老寿星，丈夫早逝、膝下又无儿无女,而

悉心照料她半个世纪的，是她已逝丈夫的外甥孙

道忠夫妇俩。

戴玉华老人说，“他们待我是真的好，比亲子

女还亲。”自 1981 年丈夫因病去世后，老人一个

人孤苦伶仃，外甥孙道忠一家实在看不过去，就

把她接到了自己身边，当亲生母亲一样服侍照

顾，这一照顾，就是将近半个世纪。

这两年外甥夫妻俩还特地为戴玉华老人的

卧室装了一个空调。“老人毕竟已经上了年纪，夏

天天气比较热，怕老人受不了。”孙道忠说。就这

样，全家唯一的一个空调就装在了戴玉华老人的

卧室里。虽然还在照顾老人，但孙道忠夫妇俩也

早已是名副其实的“老人”了。今年孙道忠已经

78 岁，“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孙道忠夫

妻俩觉得，照顾戴玉华老人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也是儿孙的表率。

谈起照顾老人，孙道忠夫妇俩想说的还有很

多。“真真正正就是亲人，花心思用心去照顾她。”

年纪大了，肠胃不是很通畅，孙道忠夫妇俩特意

为老人买了润肠通便的中药材，近两年腰腿不

好，戴玉华老人出门不太方便，他们就为她买了

一个轮椅。“想出去的时候就推着她一起出去，散

散步也好。”平日里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老人跌跤，

“老人毕竟年纪大了，摔倒一下会很危险。”孙道

忠夫妇俩在夜里也会尽力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

“有时候想要出来解小便，自己会不太方便，我们

就赶紧来帮她。”作为年近八旬的老人，他们孝顺

戴玉华老人却也到了这样的程度。

“虽然平日里经常只有三个人，但我们就是

彼此亲切互相关心的大家庭”，孙道忠说起家里

的三个子女，现在都在外打拼生活，平日里就算

工作很忙，他们还是会常常回家看望父母和戴玉

华老人，带上家里的“第四代人”聚在一起，大家

其乐融融，说起上个世纪的故事。“每个月又有一

两千块钱的国家补助，再加上逢年过节社区给大

家发放一些物资”，大家庭的生活平静祥和。“衣

食无忧，平日里想出去逛逛就能出去逛逛，比偏

远地区的生活强得多了。”孙道忠夫妇对现在的

生活很是知足。“很感谢国家现在给我们带来的

生活。” □阚微微 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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