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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合肥市蜀山区家家景园社区的吴正
昌大叔花费1年时间，在自家阁楼打造了一
个花香袭人的“空中花园”，松柏盆景、爬藤月
季等120多种花草争芳竞艳。吴大叔还给这
个“空中花园”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水云
阁。 ▋赵艳艳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1年时间打造出“空中花园”
提起 55 岁的吴大叔，居民们羡慕不已，

因为他家有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空中花
园”。2010 年，吴大叔决定将自家的阁楼打
造成“空中花园”，“花园里有花有草，有水有
鱼……”根据自己的设想，他开始着手打造。

“整整花费了 1 年时间。”一年后再看阁
楼，已是一片绿意盎然、花香袭人的繁荣景
象，喜爱诗词的吴大叔还给花园起了一个雅
致的名字——水云阁，“取自王维的诗句‘行
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吴大叔说，花园里的花草最繁茂时有120
多种，“松柏盆景、爬藤月季、荷花、文竹、牵牛花、
蓝雪……”说起心爱的花草来，吴大叔如数家
珍。每天早晚，他都会花费1个小时照顾这些花
花草草，“每逢周末，我都会去花市‘淘花’。”

饲弄花草多年积攒出“养花经”
“我从小就喜欢养花种草。”吴大叔说，自己

的父亲非常喜欢花草，在他的耳濡目染下，自己
从十几岁就开始帮父亲照顾花草，“我记得，有
一次，为了找一种花，我冒雨走了十几里路。”

多年饲弄花草的经历让吴大叔积攒了丰
富的“养花经”，“我总结了三句话：不干不浇，
见干就浇，一浇必透。”在众多花草中，吴大叔
最擅长养荷花，每次花开时，花瓣层层叠叠堆
砌，层数多达22层，而且花瓣十分丰硕，“我养
荷花的心得是取荷塘沃土养，光照要充足，而
且养花的缸一定要深。”

爱花大叔一年造出一座“空中花园”

星报讯（陈三虎 夏玉进 记者 马冰璐）
在合肥市蜀山区电信小区，提起巴振中大爷，
居民们都赞不绝口，“巴老可热心了，经常打
扫小区卫生，还常年修剪小区树木……”面对
大伙的夸奖，巴大爷显得格外谦虚，“我只是
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2000 年，巴大爷从单位退休，从此，热心
的他决定发挥余热，为小区居民服务，“小区
虽然有物业，但物业不可能面面俱到，我权当
是给物业当个帮手，为居民做些实事。”从此，
居民们便经常能看见他在小区里打扫卫生、
修剪树木、铲除牛皮癣的身影，“一有时间，我
就满小区的溜达，看看有没有垃圾需要清扫，
看看有没有哪棵树木需要修剪……”他笑着

说，自己是个“闲不住”的老大爷。
这一干便是17年，巴大爷从没喊过苦，叫过

累，为了修剪好小区的树木，他甚至购买了一套
花木修剪工具，“剪刀、锯子……都买了”他说，
光是剪刀就有好几把，“老伴常‘取笑’我，买衣服
都舍不得，买这些工具却非常大方。”

居民夏女士说，只要一说起小区里的热
心人，大伙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巴大爷，勤
快、热心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面对夸奖，
他显得格外谦虚，“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
的小事。”

他说，自己把打扫卫生、修剪树木当成了
锻炼身体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件一举两得
的好事，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净化小区环境。”

星报讯（徐萍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76 岁的梁德瑞大
爷与书法结缘已有70个年头，70年来，他笔耕不辍，勤加练
习，不但写得一手好书法，而且隶篆楷行书，他全都精通。
今年暑假，热心的他还准备在社区免费开班传授书法技艺。

梁大爷来自河南南阳，如今住在合肥市蜀山区美虹社
区，他自幼酷爱书法，五六岁时便开始练字。“我家是书香世
家，父辈都精通书法。”他的书法启蒙老师是他的大伯，“我
大伯的字写得特别好。”

梁大爷回忆道，当时，年幼的自己趴在桌子上，照着大
伯写的字，一个一个细心地临摹，“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
一日，慢慢地，我的字越写越好。”到了上初中时，逢年过节
给左邻右舍写春联的任务便落在了他的肩上。

“除了大伯，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在书法上对我影响特别
大。”他说，这位老师让他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
由于这份喜爱和兴趣，多年来，不管多忙，我一直坚持练字，
有时甚至练到凌晨两三点。”

这一写便是 70 个年头，时间一晃而过，梁大爷的书法
造诣也越来越高，他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而且隶篆楷行书，
他全部精通。多年来，他的书法作品多次获得省级书法比
赛的奖项，最让他自豪的是，他的一幅行楷书法作品还获得
了国家级大奖，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今年暑假，热心的梁大爷还准备在社区免费开设书法班，
向辖区居民和孩子们传授书法技艺，“能用我的一技之长，为大
伙做些事，我感到十分荣幸和快乐。”梁大爷开心地说道。

痴迷50多年
他画的虾也会“蹦”

星报讯（周友奇 记者 沈娟娟） 合肥的夏天绝对少不
了龙虾，今年 78 岁的胡业良一辈子爱好画画，他擅长画花
鸟鱼虫、山水等，画虾更是堪称一绝，在 50 多年的时间里，
他画的虾子数也数不清。

说起水墨画虾，很多人都会想起艺术大师齐白石，在他
的一支神笔下，可画出水墨淋漓的大虾。在大师的影响下，
胡业良也能创作出自己的“虾”作品。

“从小就喜欢画画，还专门拜了当地一个民间老画师当
师傅，专门学习画画。”家住合肥市周谷堆社区的胡业良说，
他的家中并没有专业从事画画的人，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自
己就是对画画情有独钟。

小时候，胡业良的家门口有个小河，他经常在河边玩，
看着虾子在河水里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他就立志要把虾
子当做自己创作的主角，“从20多岁画到现在，我已经可以
独立创作虾子了，现在即使不去采风，虾子的神态也都了然
于胸。”

虽然虾子小小一只，但画起来可没那么容易，记者看
到，胡业良画出来的虾子非常有动感，须子好像在动，感觉
稍微一不留神，虾子就会从纸上蹦出来。除了虾子外，胡业
良还会画花鸟鱼虫，经常临摹大师的作品。

在他的影响下，老伴也喜欢上了画画，每天，老两口只要有
空就会画上几笔。胡业良是一名退休干部，如今他和他的画作
让很多人爱不释手，他画的虾子在北京参展，新疆、内蒙、海南
等地都有人请他画虾子，作品多次获得省市各种奖项。

“有的人特别喜欢我的画，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都会
送给别人一两幅。”胡业良告诉记者。

1956年，王家凡和鲁家怀还是懵懂的小
学生，他们就相识了，后又在同一年入伍，在
同一个部队，退伍后在相邻的村当负责人，如
今，他们又住在小区里的前后楼。

不过，就是这对相识61年的好兄弟，今年
相隔十几天查出患有癌症，如今，王家凡经过
治疗身体已经基本无碍，他惦记着鲁家怀的
身体，经常去陪他谈心，给他加油打气。

▋卫宏滨 李志国 周邦好 记者 沈娟娟

61年的友谊生出许多缘分
今年 76 岁的王家凡家住合肥市临湖社

区，虽然一个人居住，但两室一厅的家里打理
得非常干净整洁。

提到鲁家怀，王家凡一直说“不是兄弟胜
似兄弟”，从 1956 年在同一个小学读书以来，
他们之间的缘分就在延续。

“小学毕业他读了中学，我没有读，不过兜
兜转转，我们都在1963年参军了。”王家凡说，当
时从家出发去部队时，他就认出了鲁家怀，心里
特别激动，感觉一下子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在部队里，既要训练也要学习，两个人并
没有太多交集，只是偶尔吃饭或者休息时两
个人会聚在一起拉拉家常，聊聊现状。后来，
两个人又是同一年从部队退伍，分别在相邻

的两个村当负责人，“基本上天天见，关系就
更好了，有时候还会在一起交流工作的心得
体会。”

1970 年，鲁家怀结婚；1971 年，王家凡也
找到了对象，这并没有让他们逐渐疏远，而是
两家人越走越近。如今，他们就住在同一个
小区的前后楼，随时都可以见面。

前后脚患病，互相鼓励打跑病魔
然而，不幸的事情也在同一年发生在他

们身上。今年 2 月，王家凡查出患有食道癌，
没过十几天，鲁家怀也患上了胃癌。

“经过开刀治疗，我的身体好多了，现在
胃切除了 2/3，只能吃点流食或者软的汤泡
饭。”王家凡以前最爱喝酒，可自从生病后，他
也把酒戒了，现在身体正在康复中。不过，鲁
家怀就没那么幸运，治疗后身体还是很虚弱。

王家凡说，两人住院时，经常互相探望彼
此，出院后住在同一个小区，更是经常在一起
聊天，“拉拉家常，会让人心情好一点，对病情
康复也有利。”

因为身体状况好一些，王家凡隔一段时
间就会去看望自己的好兄弟，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给他加油打气，“他一定会好起来的，我
们还要当一辈子好兄弟。”

退休大爷义务维护小区环境17年

自小相识、同年入伍同个部队、老了住在前后楼

友情延续一甲子 今又同心战病魔

76岁老翁习字70载
隶篆楷行书，样样精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