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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花草40载
一生修道成“医生”

星报讯（余燕 季云冈 记者 马冰璐） 从十六

七岁开始养花，骑着自行车四处搜寻花苗，到如今

每天抽出专门时间呵护花草，家住合肥市嘉和苑社

区的朱守珍阿姨是远近闻名的“花草达人”，更是

“医术精湛”的“花草医生”。

57 岁的朱阿姨自封“花迷”，十六七岁时，她便

开始在自家院子里种花，“那时候，一听说哪里有花

苗，我便骑着自行车去搜寻。”她说，自己的足迹遍

布田野、水塘边、农户家，“骑车十几公里去找花苗

是常有的事。”

上班后，朱阿姨又将“花圃”搬进了办公室，每天

的午休时间便是她照顾花草的时间，浇水、施肥……

忙得不亦乐乎，“办公室里满眼的姹紫嫣红、郁郁葱

葱，让人心旷神怡。”退休后，她更是把家里打造成了

花草的“海洋”，茶梅、君子兰、玫瑰、吊兰……20多个

品种的花草将家里装扮得生机勃勃。

多年的养花经历让朱阿姨收获了丰富的经验，

“以兰花为例，兰花是出了名的娇气、难养，兰花对

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比如春天，兰花不宜放在室外，

因为室外光照过强，而且风大……”

除了养花弄草自有一套“窍门”，朱阿姨还是一位

“医术精湛”的“花草医生”，“经常有亲朋好友把‘生病’

的花草送给我照顾。”她说，自己曾“抢救”过一盆根部

开始腐烂的兰花，“先把兰花连根从土里取出，放在阴

凉处晾干，精心修剪枯叶后，再重新种入土中，细心照

顾。”几天后，原本“病恹恹”的兰花便神奇“康复”。

老党员不忘初心
每天忙碌在服务居民第一线

星报讯（夏明好 记者 沈娟娟）家住合肥徽杰

苑的刘化来是一名老党员，虽然今年已经 65 岁，但

是他经常每天都忙碌在为小区居民服务的第一线，

带领一群热心居民改善小区生活环境。

小区里养狗的人很多，刘化来就联合志同道合

的人员积极成立文明养犬协会，带领志愿者们手拿

工具在指定的区域竖起了一块块文明养狗公益宣

传牌，安装狗狗便便屋，方便居民在遛狗过程中处

理狗的排泄物，并在后期和志愿者一起每周对狗狗

便便屋的排泄物进行清理。

今年已经65岁的刘化来经常找支部“要活干”，

他多次找到支部副书记江娜，自告奋勇要求参加志

愿服务。经过协调，网格党支部给他安排了文明交

通劝导员的志愿服务岗位。

“只要有活干，我浑身都是劲。”一领到任务，

刘化来立即“走马上任”，穿上志愿者红马甲，戴

上志愿者帽子，拿着小红旗和哨子，准时来到要

求的服务位置，他劝导不文明交通行为、引导行

人安全文明出行，还积极向行人讲解文明交通小

常识，得到路过的行人和附近放学孩子们的一致

称赞。

刘化来说，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党员

应尽的义务，“虽然没拿一分钱报酬，但是能让我们

从中得到很多快乐。”

星报讯（倪惠惠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文/图）在合肥

市龙河路社区安徽大学幼儿园，国家级篮球裁判、新时代

木兰队队长李萍和“篮球奶奶”岳景霞带领 30 多名位小

朋友做篮球操，亲自指导他们打球技巧，满头白发的“篮

球奶奶”今年已经83岁，可打起篮球来动作干净利落，丝

毫不输给年轻人。

“我小时候特别好玩，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打篮球，

人家都是当学习委员，我总是当文体委员，但我的学习也

不赖。”岳景霞今年已经83岁，回忆起小时候学篮球的经

历，她嘴角掩不住笑意。

虽然从来没有进过专业队伍训练，但岳景霞却将篮球

这项运动坚持了70多年，参加厂里组织的篮球比赛、到外

地去打比赛，她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岳景霞48岁那年，老

伴瘫痪在床，这一瘫痪就是15年。

随着岳景霞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其半身瘫痪的老伴

也显得有些吃力，她就想多去锻炼锻炼，“那时候，每天早

上五点半就出门，打到六点回来，再伺候老伴洗漱、吃饭，

我再去上班，尽管很紧张，我还是要挤出时间打篮球。”

1999 年，岳景霞刚退休不久，老伴就去世了，她经

常一个人宅在家中，闷闷不乐。有一次，朋友邀请她去

参加老人篮球赛，几经劝说，她同意了，比赛虽然以失败

告终，但岳景霞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后来，我就经常出去打篮球，在球场上跑40分钟我都

不觉得累，平时我还练习瑜伽，腿脚特别有劲。”岳景霞的

身影经常在篮球场上活跃着，2013年，她去武汉参加了全

球华人篮球赛，面对强劲的对手，她所在队还得了冠军。

在岳景霞看来，小朋友从小练习打篮球等体育运动，

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还能锻炼反应能力、开发孩子智

力，对孩子特别有好处。

“只要心中有梦，学习永远都不晚”

花甲之年，他捧起乐谱圆了“唱歌梦”

星报讯（惠惠 孙珣 雨静 记者 沈娟娟）“在

我们那个年代，真的一点都不浪漫，结婚 64 年都没

拍过婚纱照，感情也好得很。”今年88岁的黄巧玲是

一名教师，住在合肥市龙河路社区，她和老伴沈志

芳已经相濡以沫生活了 64 年，虽然没有穿过婚纱，

但一起生活的日子却让两个人都很幸福。

元旦来临，合肥市三里庵街道龙河路社区开展

了一场免费摄影公益活动，为15对老年夫妇免费拍

摄结婚纪念照，黄巧玲和老伴也赶了一回时髦。

黄奶奶在化妆的时候一直忙着招呼老伴：“我

这样好看吗？这件衣服怎么样？”她告诉记者，自己

和老伴是同乡，都是浙江人，1954年结婚的，后来老

伴退伍到了安大，自己也在第二年跟来了合肥。

“结婚后的五年过的一直是两地分居的生活，

完全靠通信来联络。”黄巧玲说，自己和老伴结婚64

年都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不像现在年轻人一样轰轰

烈烈，就是在一起平常地过日子。

在黄奶奶 50 多岁的时候，自己因为手术住了

二十多天院，老伴沈志芳每天除了工作外，在炎热

的夏天经常骑车往返医院和家，给黄奶奶送饭、送

东西，“回去后我又休养了 3 个月，买菜、做饭、洗衣

服等家务活都是他包办的，让我特别感动。”

在 64 年风风雨雨中，黄奶奶先后动了 4 次手

术，每一次，老伴都悉心照顾，包揽所有的家务活，

让黄奶奶觉得“嫁对了人”。

“他比较内敛，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也不

是很喜欢说话，但这样相处起来双方也都感觉很舒

服。”黄巧玲给现在的年轻人支招：一辈子很长，会

有很多风雨，但夫妻互相忍让、包容，就能携手白

头，“千万不能因为一丁点小事就轻言放弃。”

老夫妻相濡以沫64载
用“携手互爱”诠释“幸福”

星报讯（李晨阳 孙珣 记者 马冰璐） 年少时便

心怀“唱歌梦”，直到花甲之年方能捧起乐谱，一展

歌喉。家住合肥市竹荫里社区的周雄彪大爷说，只

要心中有梦，学习永远都不晚。

周大爷今年 69 岁，年少时，他的心中便有一个

“唱歌梦”，“可那时条件不允许，也没有时间。”周大

爷说，自己是技术工人，和机器打了一辈子交道，“工

作辛苦枯燥，压根没有时间和心情想唱歌的事。”

岁月流转，9年前周大爷退休了，有了大把闲暇

时间的他觉得，是时候实现年少时的梦了，“我从零

开始学习电脑、上网……”通过网络，他不仅顺利收

集到了伴奏乐，还学习掌握了诸多乐理知识。

“我知道，自己起步晚、基础差，唯有勤能补

拙。”周大爷废寝忘食，埋头苦练，为了进一步提高

唱歌水平，他还慕名加入了社区合唱团，向队员们

“取经学艺”，在不断地学习、切磋中，他进步神速，

如今，每次合唱团的老师不在时，便由他带着队员

们一起练习、排练。

“我喜欢抒情歌曲和民族歌曲。”周大爷说，9年

间自己坚持每天练歌，“除了跟着合唱团一起练习

外，我自己还会加练。”为了防止邻居“投诉扰民”，

他总是关紧房门，小声练习，“如果哪一天没练歌，

便觉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虽然自己已是满头白

发，但只要心中有梦，学习永远都不晚。

十余年，“最美妈妈”
志愿服务居民千余次

星报讯（程敏 孙晓莉 记者 沈娟娟） 在合肥经开区

海恒社区，有一位67岁的“花仙子”王永艾，她不仅自己会

编织丝网花，还义务教授大家做丝网花。从 2002 年至

今，她在十余年内为居民免费志愿服务1300多次。

“我是在北京学的，那时候接送孩子，等孩子上学我

就闲下来了，正好附近有人做志愿服务，我觉得这也是发

挥余热的一种方式。”就这样，王永艾跟着志愿者们学会

了做丝网花，参与一些义卖活动，为社区里的困难老人提

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从 2002 年至今，王永艾怀揣着志愿服务梦想，从事

志愿服务达十余年，免费为居民服务达1300多次。

2014 年，王永艾偶尔回合肥，由于本身家庭和睦、子

女优秀，她荣获2015年度安徽省“最美妈妈”称号。

“2016 年我回合肥定居了，慢慢地，因为热心志愿服

务，就成了南湖春城协商议事会成员，还是妇女议事会执

委。”为了发挥王永艾做丝网花的专长，海恒社区提供平

台，王永艾组织居民自发结成手工丝网花学习小组，义务

教授大家做丝网花。

只要时间允许，王永艾都会努力去参加公益活动，一

次也不少，只要是集体的活动，她都积极参加，最近她刚

刚获评了“最美海恒人”的称号。

坚持70多年，曾获全球华人篮球赛冠军

八旬“篮球奶奶”
打球不输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