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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王大郢新村 A 区 9 栋 406 室的张志红，
因患弥漫性淋巴癌，多次化疗，导致家庭生活困
难。社区党委、妇联了解到其病情及生活情况
后，号召全体工作人员、社区党员踊跃伸出援助
之手，自发捐款，奉献爱心，5 元、10 元、20 元、
50 元、100 元、200 元……凝聚着拳拳爱心的善
款源源不断地投向捐款箱，短短半小时就已捐
款 2000 余元。与此同时，社区还积极为其办理
相关医疗救助手续。

▋王萍

爱心点亮希望

修锁师傅义务为残疾、
孤寡老人修锁、修水电

十年来
已参加志愿活动数百场

星报讯(黄玉梅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在合
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机研所小区，大家都知道
有一位热心的修锁师傅项有红，十年来，他免费给
社区困难、残疾、孤寡老人修锁、修水电。虽然自
己听力残疾，妻子也患有精神分裂症，但项有红还
是用自己的行动帮助着别人，“虽然我条件一般，
但我想力所能及地帮别人”。

项 有 红 老 家 在 肥 东 ，22 岁 时 来 合 肥 摆 摊
从事修理工作，他与修理的缘分要从自己 10
岁时说起。

“ 每 次 放 学 后 ，我 都 去 帮 着 舅 舅 修 自 行
车，慢慢会了一点。”项有红说，自己后来来到
合肥，跟表叔在步行街开的维修部学习修锁、
修水电。

拜了师，再加上自己的刻苦，项有红的修理技
术日渐精湛。后来，他自己在机研所小区门口摆
摊，至今已经快30年，遇到残疾、孤寡老人喊他修
理，他总会免费上门服务。

项有红说，自己家中兄妹 6 人，父亲去世早，
生活比较艰难，“这些老人很困难，收他们钱，我心
里不踏实。”

这些年，项有红帮助过的困难老人很多，机研
所小区、科大北区宿舍楼、化机厂小区、电科苑小
区等，只要一个电话，项师傅都会上门，“开开锁，
修理水电，不用换新的，我就不收费，如果需要换
新的，我就收个成本费，遇到残疾、孤寡老人，我基
本不收费。”

尽管很忙碌，2007 年，热心的项有红还是加
入了稻香村街道黄山路社区组建的“彩虹快递”志
愿服务队，几乎每个月都要参加几场社区开展的
志愿服务活动，每次活动，他都会义务给居民们修
理锁和水电，已参加了将数百场。

项有红的邻居经常看到，有老人拄着拐杖或
者坐着轮椅者给他送来一把蔬菜、一包水果，他们
都是被项有红帮助过的老人，“我都推辞，但老人
们就是要送来”。

丈夫患脑瘤去世了，54岁的张丽敏独自带着一个孩
子生活，可从 6、7 年前，她就经常怀疑有人给自己下毒，
乱讲乱跑，精神上不太正常。“拿这个女儿真没办法。”张
丽敏的母亲吴义珍今年 77 岁，提到女儿，她就开始抹眼
泪，“好在她有一个嫂子和两个弟妹，争着照顾她。”

▋周友奇 费梦晨 记者 沈娟娟

怀疑有人下毒，她经常翻门出去
时间要回到 6、7 年前，不知道是丈夫去世对张丽敏

的打击太大，还是别的原因，张丽敏开始乱讲乱跑，吴义
珍不放心，只好将张丽敏接回家中。

“我把防盗门锁着，她经常翻出去，说是有人要下毒
害她。”吴义珍说，有一回，她跑出去后找不到回家的路，
还是好心人把她送回来的。

张丽敏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都已经分别成家，听
说这个情况后，大哥大嫂主动站了出来，“我们就这一个
妹妹，理应承担起来，谁让我们是老大呢？”

在大哥大嫂的帮助下，张丽敏被送去住院治疗，因为

她可以享受精神病救助卡，所以住院期间的费用全免费，
再加上精神病药费补贴、贫困救助、低保、居家安养服务
券等，生活上并不那么紧张。

一直到去年 11 月，张丽敏才出院回家，因为病情太
严重，吃药已经控制不住了，还是会时不时犯病。

三妯娌爱心接力照顾小姑子
张丽敏需要办理相关证件时，总是大嫂李菊打点一

切；住院期间，李菊和两个弟媳妇刘翠荣、孙昌秀轮流去
看她，每个星期都给她送吃的喝的，陪她聊天解闷。有时
候，在医院住院吃得太寡淡，张丽敏还会向嫂子和弟妹点
菜。

“我刚给她打电话没人接，一会儿要是再打不通我就
得到她家去了，不放心。”李菊告诉记者，小姑子平时一个
人住，家人总是特别担心她犯病了没人管，所以一联系不
上就会特别着急。

吴义珍想把女儿接来同住，可女儿就是不愿意，“现
在我照顾不了她了，只有靠我的三个儿媳妇。”

三妯娌爱心接力照料病小姑子

星报讯（王鹏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45 岁的杨勇是合肥市天鹅花园小区的一名保
安，提起他，居民们赞不绝口，他不仅工作负责，
还是一个大孝子。1 年多前，为了能全心全意照
顾患病的母亲，他毅然舍弃高薪工作，甘愿成为
一名保安。

45 岁的杨勇老实敦厚，提起他，居民们不禁
竖起大拇指。

2015年3月，杨勇的母亲因乳酸酸中毒病危，
身在江苏昆山工作的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放
下工作，回到合肥照顾母亲，“经抢救，母亲最终转
危为安。”庆幸不已的他毅然决定，放弃高薪工作
回到合肥，全心全意照顾母亲，“我当时在一家酒
店担任部门经理，月薪六七千元，可为了母亲，我
愿意放弃这份工作。”

杨勇说：“我一直觉得，如果这十几年来，
我没有在外地工作，而是陪在母亲身边，她的
身体也许不会这么差，所以我决定辞职，并留
在她身边好好照顾她。”杨勇说，自己的母亲今
年 70 岁，患有冠心病、糖尿病和轻微的帕金森
综合征等疾病。“我母亲不仅视力模糊，腿脚也
不太方便”。

在照顾母亲的同时，杨勇在小区找了一份保
安工作，“这份工作月工资 1900 元，够我们母子
俩生活支出，而且方便照顾母亲”。

每天早上，杨勇都会陪着母亲买菜、锻炼身
体、散步，他不仅包办了家里所有的家务，还要照

顾母亲的生活起居，“看到母亲气色越来越好，身
体状况也逐渐好转，我觉得很开心。”他说，父母对
外公外婆非常孝顺，“我耳濡目染，有切身感受。”
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子女应尽的义
务，“都是我应该做的”。

星报讯（詹伟伟 记者 马冰璐） 在合肥市蜀山区青
阳路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妈调解队，提起这群热心
的大妈，居民们赞不绝口，从创建至今 5 年，她们已调解
大小纠纷数百件。最近， 她们又集体加入了社区老年
维权服务中心，助力老年人维权。

2012年，社区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邻里纠纷、夫
妻矛盾在居民间比较普遍，便萌生了组织一群热心居民
帮忙调解纠纷的念头，随后，由 10 来名热心大妈组成的
大妈调解队便成立了，“大妈们都是辖区居民，全都是热
心人。”社区工作人员说，大妈们年龄最小的 40 来岁，最

大的70多岁，“她们合作得特别默契，5年来，已调解大小
纠纷数百件。”

5 年来，大妈们风雨无阻，有时候，遇到夫妻夜间
拌嘴，大妈们也会二话不说，立马上门调解。大妈们
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还总结出一些规律来，“邻里纠
纷多是因为漏水、养狗等琐事，而夫妻纠纷多是因为
家庭矛盾……”针对不同的纠纷，大妈们还制定了不同
的调解方案，“一般情况下，居民都比较配合调解，所
以调解的效果也比较好。”大妈调解队的队员孙阿姨
说道。

夫妻夜间拌嘴，大妈立马上门调解

大妈调解队，专解社区鸡毛蒜皮事

为照顾患病母亲 他舍弃高薪工作

编者按：亲情是什么？有人说是父母对儿女不停地嘱咐和唠叨，有人说是久别重逢后亲人的喜悦……

可是对于下面这两组家庭来说，亲情就是为照顾病患母亲没舍弃高新工作，亲情就是从母亲手中接过的“接
力棒”，大嫂、弟妹们一起细心照顾患病的小姑子。亲情的美丽无以复加，也不可言说，它只会默默地渲染灰
白的生活。他们用真情诠释着最美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