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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丁戎 记者 沈娟娟） 家住合肥市包公街道

炳辉社区的李志云和周美兰，是一对普普通通的老夫妻，

酝酿了十几年，他们携手加入“三献”志愿服务爱心社，共

同志愿捐献遗体（角膜）。

周美兰两口子都是 1957 年出生，今年 63 岁。“退休

后，我喜欢在家看新闻，看到有些人尽管脑死亡了，但器

官还可以帮助到别人，我就跟老伴商量以后将遗体捐献

出去，即使器官老化，我的遗体还可以用来解剖。”十几年

前，李志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幸运的是，李志云跟老伴周美兰提起后，老伴满口

赞成，“这是帮助别人的好事，你做什么我都支持，夫唱

妇随。”

李志云和周美兰有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节假日

才能回来，当老两口以为女儿会反对时，女儿却很开明地

投了赞成票，“你们思想怪前卫的，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

支持。”

虽然一直有捐献的想法，但两人始终没有找到组织，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周美兰的歌友说自己认识“三献”志

愿服务爱心社的负责人，就把电话给了她，“我们打了电

话，他把材料寄过来，我们填好了再寄回去，过了没多久，

证书就下来了。”

在周美兰看来，如果能在去世后把遗体或者角膜捐

献出去，无论是帮助到他人还是用作医学研究，都很有价

值和意义。

“我们身体还健康，去世后希望能继续发挥余热。”如

今，李志云和周美兰每天最多的时间就是做志愿服务，而

且通过他们的宣传，周围已经有十几个人也志愿在去世

后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星报讯（李琴 刘亚萍 记者 马冰璐） 20年如一日，

每天轮流上门照顾年迈的父母，在合肥市望江西路社区，

提起孝顺的李苏华姐弟四人，可谓家喻户晓，居民们总是

不约而同地“点赞”：“都是有孝心的好孩子。”

李苏华今年62岁，她的父亲已是90岁高龄，母亲也

有87岁了，“父母辛苦操劳了一辈子，退休后身体一直不

太好。”于是从20年前开始，李苏华姐弟四人便每天轮流

上门照顾年迈的父母。“早上4点多起床做早饭，做好后，

用保温桶装好，骑车送到父母家，风雨无阻。”李苏华说，

照顾父母吃完早饭后，还得买菜、洗衣服、打扫卫生、做午

饭……“一直要忙到父母睡午觉才回家。”

20年来，李苏华姐弟四人多次劝说父母和他们一起

生活，但两位老人不愿意“打扰”子女们的生活，坚持自己

住，“所以我们只能每天轮流上门照顾，父亲和母亲见我

们每天轮流奔波，十分辛苦，曾多次提出雇个保姆，让我

们不用跑来跑去，忙前忙后。”可李苏华和妹妹弟弟们都

不同意，“我们总觉得，自己亲自照顾更放心一些。”

李苏华说，记忆中，小时候家里经济非常拮据，“有

什么好吃的，父母全都省给我们吃。”记忆最深刻的是，

父亲总是攒着夜班发的餐券，然后兑换一大碗红烧肉带

回家给姐弟四人解馋，“每当我们大快朵颐的时候，他

和母亲便借故出门。”面对左邻右舍的夸奖和点赞，李

苏华姐弟四人十分谦虚，“这都是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

和本分。”

20年孝心接力
姐弟四人悉心呵护父母安享晚年

星报讯（余亚明 刘亚萍 记者马冰璐） 家住合肥市

丁香社区的李道香是一位“养生达人”，74岁的她在17年时

间里，收集了千余张刊登了养生知识的剪报，最近，她把6大

本剪报送给社区，供居民们借阅，让大伙“共享”健康知识。

李阿姨十分喜欢看书读报，“尤其喜欢看报纸上刊登

的养生保健知识。”2002年，老伴突然打嗝不止，“连续喝

了几十天中药，但收效甚微。”她想起来，曾在报纸上看到

一则养生知识：放一块水果糖在舌根下含服可以止嗝，

“当即让他试了一下，神奇的是，很快老伴打嗝不止的症

状缓解了。”

从此，她在看报之余，开始收集刊登有养生知识的报

纸，并制作成剪报本。一转眼 17 年过去了，她收集了 6

大本厚厚的剪报本，“共有养生剪报约千余张。”在这些养

生知识的帮助下，她养成了饮食多素少荤、勤加锻炼等良

好的生活习惯，“我身体十分健康，就连老年人常得的‘三

高’都没有。”

凭着自己积累的养生知识，李阿姨还曾帮助小区邻

居改善了睡眠质量，“晚上锻炼时，听到小区一位邻居说，

自己睡眠不好，我建议他，睡前用热水或白醋泡泡脚，他

回家一试，果然有效。”

大妈17年收集千余张养生剪报
无私送居民借阅“共享”健康知识

星报讯（余秀娟 记者 沈娟娟） 在合肥市烟

墩街道滨湖欣园社区，今年77岁的娄祥贵是一名

热心的退休党员。从 2016 年 1 月份参加义务写

春联志愿服务开始，娄祥贵开始了自己的志愿服

务生涯，他积极参加义务巡逻、纠纷调解、义务写

春联等志愿服务工作，将自己的晚年生活都奉献

给了志愿服务事业。

“只要组织需要，我会竭尽所能，发挥余热，

为社区建设、发展做好服务工作。”这是娄祥贵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18年3月，娄祥贵带领

社区里的老党员、退休干部和热心公益的积极分

子一起组建了文明先锋志愿服务队，在滨湖欣园

小区开展高空抛物、乱扔垃圾、公共场所吸烟等

不文明现象的劝导活动，在他们每天不间断的巡

查、劝导下，小区的环境面貌日益得到改善，高空

抛物现象骤减，棋牌室也不再“云雾缭绕”。

为破解高空抛物这个难题，娄祥贵带领他的

队员们每天开展高空抛物的巡查，并入户进行专

门的劝导，反复告诫他们高空抛物的危害性，让

邻居们意识到高空抛物的严重危害。此外，他还

带领队员们通过开展广场宣传、情景剧表演等多

样化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用邻居们乐于接受的

方式，转变他们的行为。经过他们的反复劝说和

宣传，居民们逐渐意识到高空抛物的危害性，滨

湖欣园小区的高空抛物现象骤减，居民们对小区

越来越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2018 年夏天，滨湖欣园小区出现了偷盗现

象，他带领队员每天穿梭在楼栋，开展义务巡逻

工作。此外，娄祥贵还心系未成年人的成长，开

展公益书法课、理论宣讲、巡查网吧等活动，培养

他们的兴趣，启迪他们的思想，营造良好的成长

环境，为青少年的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余热。

星报讯（高蜜 记者 沈娟娟） 她曾经是一名广场舞

爱好者，在上网搜索广场舞视频时，她想到把身边的人和

事拍成视频传上网，让普通人也成为“民星”。今年69岁

的张福林家住合肥市云川社区，几年来，她自学视频制

作，已累计获得30多万人次的点击量。

“我是一名老党员，退休后和附近的老姐妹们跳起了

广场舞，跳着跳着，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把她们的

光辉形象搬到网上去。”张福林经常上网搜索广场舞，上

面很多主角都是像她们一样的普通人，“如果我身边的人

都能像她们一样在网上展现自己的舞姿，她们肯定更有

积极性，也更有成就感。”

说干就干，张福林利用业余时间，买书学习如何制作

视频，从最简单的图片配文开始，她凭着一股好学的劲，

慢慢学会了视频制作，“白天学，晚上趁着老伴睡着了学，

夜深人静的时候最适合学习了。”

因为没有任何视频制作的基础，也没有老师教，张

福林完全靠自己一点点摸索，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

翼。有一次，她研究视频制作整整一夜，凌晨 5 点接着

做早饭、跳广场舞，“我就是想大家的日子能过得红红

火火，看到她们网上的神态，我觉得高兴，她们也觉得

很幸福。”

从广场舞视频制作，张福林总能收获无数志同道合

的伙伴，如今，只要是云川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她总是

带着她的装备，把一整场演出录制下来，回去制作后再上

传到网上。

截至目前，她制作的视频已经累计获得30多万人次

的点击量，仅仅最近两三年，她就做了 118 个视频，近 4

万人次争相观看。

她将身边事拍成视频上网
让普通人也成为“民星”

高龄老人买菜不便
七旬奶奶代买送上门

星报讯（钟萍 记者 祁琳） 每天早上，在合

肥瑶海区建设社居委辖区内的建设村小区里，总

能看到一群老年人围着张正云，忙得热火朝天。

原来，老党员张正云正在为他们用手机APP买特

价菜，然后由张正云从店里运回菜……这一幕几

乎天天都在上演着。

张正云今年 75 岁，住在建设村小区很多年

了，周围都是她的老邻居。张正云是一位热心

人，“这个小区里，住了很多80、90岁的老人。”张

正云说，从前她在路上看到这些老人买东西提不

动，她总是会去帮忙，“我身体很好，提个五斤、十

斤的不成问题。”

而去年，隔壁小区新开了一家生鲜店，用

APP 买会有优惠，张正云手机用得很溜，就告诉

了周围的老邻居们，大家很感兴趣。

“你看啊，黄瓜一块钱特价菜，比外面便宜很

多。”张正云告诉记者，所以每天早上，她就会在

楼下与邻居们分享这些，然后再在手机上买好，

第二天，张正云会去店里取菜，并运回来送给大

家，老邻居们都很感谢她，张正云说这些都没什

么，她是一名老党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

助大家。领居们一说起“张奶奶”，都很感激，觉

得张奶奶既风趣又热心。

愿把生命永留人间

六旬老夫妻携手捐献遗体(角膜)

退休党员组起服务队
劝导小区不文明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