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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孙薇 蒙蒙 亚萍 记者 马冰璐） 6 岁学
艺，11 岁登台……54 岁的非遗传人马飞与皮影戏已
整整结缘 48 年。说起心爱的皮影戏来，他显得格外
健谈，如今，他致力于在传统皮影戏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前段时间，他还带着《小蝌蚪找妈妈》等创新剧
目，来到合肥市蜀山区科企社区为小朋友们表演皮
影戏。

马飞是马派皮影的传承人，从 6 岁起，他开始
跟着父亲学艺，“当时，我跟着父亲学敲锣鼓镲，学

‘皮影人’绘图。”他说，11 岁时，自己便跟着爷爷登
台表演，“可后来，随着电视在农村普及，原本爱看

皮影戏的村民们开始窝在家里看电视，皮影戏便失
去了观众。”

1990年，怀着对皮影戏的喜爱和不舍，马飞跟着
四伯父一起重新组建了一个皮影戏团，并开创性地使
用 3.3 米的大影棚，请来琵琶、二胡等乐队伴奏，但仅
仅一个多月后，戏团还是散了伙。此后，马飞怀着遗
憾，开始外出打工，“我陆陆续续干过装卸工、海员、牙
医……但我始终放不下皮影戏。”

马飞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重新拾起道具，登台
表演皮影戏，“2011年，在朋友的劝说下，我带着马派
皮影来到合肥，并申遗成功。”至此，他的梦想终于实

现，他和马派皮影重返舞台。
最近几年，身为非遗传承人的马飞开始在传统皮

影戏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比如，在传统皮影戏剧
目的基础上，我又创新编排了《小蝌蚪找妈妈》《少年
李鸿章》等多个剧目。”除了致力于创新外，他还经常
走进校园、社区，为孩子和居民表演皮影戏，并传授一
些简单的皮影戏技艺。

让马飞备感欣慰的是，他还为马派皮影戏找到了
传承人，“13岁的侄子目前正跟着我学艺。”他说，多年
来自己一直担心马派皮影戏后继无人，“如今我再也
不用担心马派皮影在我手上失传了。”

居民有困难
他总是有求必应

星报讯（王旭 付敏 记者 沈娟娟） 今年59岁
的郑家海是出了名的“热心肠”，他不仅坚持献血
近 6 年，而且平时和他的爱心团队一起帮居民解
难题，“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家庭上，只要群众有困
难，我都有求必应。”

“一大早我就从大蜀山赶过来，我们这个爱心
团队一下子来了19个人。”郑家海说，自己刚刚参
加了合肥市荷叶地街道凯旋门社区的义务献血活
动，而这也是他们这个爱心团队今年志愿服务活
动的启动。

在郑家海的身上，带着厚厚的一摞献血证，他
所在的爱心团队一共来了19个人。

郑家海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直
想着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实在事。从 2012 年
开始，他接触到献血至今，每年他都要献血 1～2
次，累计献血达3500ml，“献血对自己身体没有坏
处，反而能帮助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为了让自己献出的血更优质，郑家海特别注
意自己的饮食，不吃大荤，每晚作息特别规律，保
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只要知道哪里有义务献血的
活动，只要他的条件符合，他就会积极奉献自己的
一份爱心。

“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爱心团队，里面有几千
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普通市民解难题，每个人还
有自己擅长的领域。”郑家海说，加入团队后，他觉得
更有成就感了，能帮助到别人，不收别人一分钱，“现
在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了，无论是
生活上还是家庭上的事，我都将有求必应。”

邻居一家生活无着
他借钱帮忙开面馆

星报讯（张艳君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在合
肥市安居苑小区，提起在小区经营百货商店、今年
48 岁的黄良，居民们不约而同地竖起了大拇指，

“他不仅诚信经营，还是个出了名的热心肠。”
自2001年起，黄良和妻子在小区里开了一家

百货商店，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诚信经营，不仅格外
注重商品质量，还从不卖假货、过期商品，“货真价
实不仅是经商之道，还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白手起家的黄良在手里有了余钱后还开始投身
公益，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无论是为贫困孩子捐赠学
习用品，还是向孤寡老人赠送生活用品，他都积极参
与。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时常向身边人伸出援手。

2008年，黄良的一位邻居遭遇困难，“这对夫
妻带着孩子从外地来合肥打拼，孤苦无依，生活无
着。”黄良得知对方想开家面馆谋生，但苦于资金
不够后，他当即表示愿意借钱。

随后，黄良先后两次借给这位邻居共计 1 万
多元，在他的帮助下，邻居不仅顺利开起了面馆，
生意红火，还成功渡过了难关。

值得一提的是，热心的黄良还是一位“献血达
人”，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参加无偿献血，最近，得
知血库库存紧张后，他又主动参加了由安居苑社
区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

星报讯（陈红 记者 马冰璐） 家住合肥市王
卫社区望湖北苑小区 18 号楼的周业发今年 72
岁，他是大伙眼中的大好人，左邻右舍有难时，他
总是第一时间送去关心和温暖；多年来，善良的他
还以“无边”的父爱呵护病儿，始终保持着坚强乐
观的心境。

邻居潘俊发几年前因为脑梗塞导致半身不
遂，平时出门都要坐轮椅，拄拐杖只能勉强走两
步。潘俊发的老伴说，多年来，多亏了周业发经常
帮助他们老两口，“能和他成为邻居真是我们俩的
福气”。去年的一天，老伴推潘俊发出门遛弯，快
到家时，潘俊发准备走两步，结果一不小心摔倒在
地。老伴力气太小，扶了几次都没能把他扶起
来。当时，周业发恰好在阳台上晒太阳，看见了这
一幕，他赶忙下楼将潘俊发抱到轮椅上。

除了热心助人外，周业发还“爱管闲事”，多年
来他还一直客串着“楼道清洁员”的角色，每次看
到楼道脏了、地面有垃圾，他便第一时间回家拿扫
帚打扫干净。

除了顾“大家”，善良的周业发还是一个爱“小
家”的好父亲，他的二儿子在 20 来岁时患上了精
神病，多年来他一直耐心地带着儿子四处求医，但
收效甚微，“既然治不好，那我就好好照顾他。”除
了悉心照顾好他的一日三餐外，细心的周业发每
天都会按时按量准备好他需要服用的药物。他
说，二儿子一直是自己心里割舍不下的牵挂，令他
欣慰的是，在社区残联的帮助下，二儿子不仅享受
低保政策，每个月能领取到低保金，根据相关政
策，住院接受治疗也几乎不需要自己花钱，“只需
要缴纳少量的伙食费。”

社区好人热心助邻里悉心护病儿

星报讯（毛菡菁 叶佳超 吴善良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旱船是合肥的民俗舞台，在合肥市朱岗
社区，65 岁的贾腊英是旱船的“铁杆粉丝”，从小
时候的耳濡目染到现在的言传身教，四十多年如
一日，她最想做的就是把旱船这个民俗教给更多
的人，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很多年前我就喜欢上旱船了，当时还专门拜
师去学习。”贾腊英说，过去没有交通工具，只有坐
船出行，为了纪念这种出行方式，大家发明了旱
船，并且一直流传到现在。

几年前，贾腊英所在的朱岗社区听说她会旱
船，希望她把这种传统文化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看
到它的魅力，贾腊英一听，立马就答应了。从那时起，
贾腊英开始担任社区旱船舞蹈队的负责人，周边喜欢
旱船的人都跟着她一起玩，现在已经有15人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有四十年了，我
一直没有放弃过旱船，这完全来自于对旱船的热
爱。”贾腊英的旱船队里是清一色的女性，而且最
年轻的也已经45岁，“几乎都是老年人，年轻人一
般不来学这个。”

虽然着急将旱船表演传承下去，但贾腊英却从
不外传，手把手、一对一地教队友，想要把最纯粹的
旱船表演教给她们，而队员们除了平常训练，还到
各地去演出，有不少地方都学起了她们的表演。

“旱船和舞蹈一样，是全身运动，我现在身体
好多了，心情也好多了，真是一举两得。”如今，贾
腊英每天都要跳一个半小时的广场舞，不定期到
各地去表演旱船，她最大的心愿是有更多的年轻
人可以看到旱船的独特魅力，把这项传统艺术传
承下去，“千万不要有一天失传了。”

65岁老人言传身教传承旱船民俗艺术

星报讯（惠惠 宋梅 雨静 记者 沈娟娟） 今
年50岁的李合萍是合肥市龙河路社区有名的“运
动达人”，每晚快走 1 个小时已经坚持了十年，精
通羽毛球、乒乓球等，而且还在五年前学会了游
泳，最近她发起成立的瑜伽班也正式开班了，受到
了很多居民的欢迎。

“十年前，考虑到自己年龄增加，想锻炼锻炼
身体，就每天走走路。”李合萍告诉记者，那时候手
机上的计步软件还没有排名，她就每天晚上吃完
饭出去走一个小时。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她听一个朋友教她的
小妙招：“她说先慢走20分钟，再快走半个小时左
右，这样才能达到最佳健身效果，从那时起，我就
爱上了快走。”

十年来，李合萍每晚吃完饭都会和丈夫一起
散散步，一边走着一边聊着，既增加了彼此之间
的沟通机会，也锻炼了身体。在她的影响下，丈
夫也爱上了走路这项最简单的运动，每天早上 6
点出发，步行一个半小时左右到单位，再开始一
天的工作。

除了快走外，李合萍擅长的运动种类还有很
多，比如羽毛球、乒乓球，五年前还学会了游泳。

“都说瑜伽对女性的身体特别好，我就发起成
立了一个瑜伽班，帮助社区广大瑜伽爱好者更好
地学习瑜伽运动，感受瑜伽带来的身体活动和内
心舒畅。”为了让瑜伽班更专业，李合萍从专业机
构请来了资深瑜伽运动爱好者，每个星期定时为
辖区居民授课，“我又多了一项爱好：瑜伽。”

6岁学艺，11岁登台，47岁重拾梦想

五旬非遗传人结缘皮影戏48年

运动达人开办瑜伽班服务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