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绳记非遗人 弘扬文化觅传人
星报讯（刘贞 季云冈 记者 马冰

璐 ）银件、木件、玛瑙……精心搭配，

用编绳“串联”成精美的挂饰，这便是绳

记。作为非遗传人，40 岁的合肥市民

岳红与绳记结缘已有16个年头，如今，

她有个心愿，那就是寻找传承人，把绳

记文化和工艺传承下去。

2002 年，从大学艺术专业毕业的

岳红开始沉迷于绳记之中，“绳记蕴含

着传统文化的许多精髓，比如，不同的

配件搭配、顺序搭配，蕴含着不同的含

义。”她说，最常见的绳记便是古人挂在

腰带、盘扣上的挂饰。

绳记的配件多为木件、银件、玛瑙

等，“用编绳将它们串联、搭配，便做成了

绳记。”岳红说，为了学会绳记，自己翻遍

了专业书籍，研究不同配件和不同搭配

的寓意，“直到2007年，我才感觉小有所

成，并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一个

工作室，除了研究绳记外，我们还研习茶

艺、书法等。”

前几年，岳红以“蜀山绳记”的名义

申请了蜀山区非遗传人，去年，她又申

报了合肥市非遗传人。最近几年，她开

始走出工作室，走进校园、小区向孩子、

居民宣传绳记文化，传授绳记制作工

艺。最近，在五里墩街道文化站的邀请

下，她带着绳记走进合肥市颐和佳苑小

学东区，向孩子们讲解绳记文化。

“截至目前，先后有两三百人跟着

我学习绳记。”她说，自己有个心愿，那

就是寻找到传承人，把绳记文化和工

艺传承下去，“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

愿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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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绳子演绎天长地久情
老伴偏瘫他自制拉绳教她走路

在合肥市蜀山区丁香社区附近的三

郢路上，每天都能看到一对老夫妻，奶奶

站在轮椅旁边，右手拉住爷爷腰上系着

的绳子，左脚在爷爷自制拉绳的牵引下

一步一步“学走路”。自从一年前脑梗

导致左边偏瘫，王少林就完全靠着 68

岁的老伴段仁敏照顾着，为了让她更快

康复，段仁敏想尽了办法。

□余亚明 刘亚萍 叶佳超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古稀老人一手培育300多亩桃园
星报讯（记者 祁琳）在合肥市肥

东县众兴乡霞光村，有一位名叫李宏珍

的七旬老人，退休后不仅放弃了安享晚

年的机会，还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三百

多亩的荒地当起了农民，种下 50 多种

桃树，如今桃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

2000 年，李宏珍从单位退休。不

用再每天打卡上班，也不用担心柴米油

盐，在一般人看来从此可以享受悠闲的

晚年生活了，可她却做出一个让所有人

意想不到的决定，独自来到肥东县众兴

乡霞光村承包荒地，一手打造起“宏珍

庄园”，全部种植桃子。

眼前的这片桃园，就是李宏珍每天

努力工作的地方。起初 15 亩后来 20

亩，再后来 300 亩，桃园的面积和李宏

珍的年龄一样一年年变大，桃树品类也

从 1 种增加到 50 多种。为了把桃树种

好，今年 74 岁高龄的她还每天阅读专

业书籍，学习农技知识。

虽说是前半辈子都没怎么干过农

活，可如今 70 多岁的李宏珍忙活起桃

园来是毫不含糊。她在庄园里实行无

公害种植，采用绿色病虫害防治，全程

实施有机肥料，用她的话说，要的就是

一个安全放心。

李宏珍说，自己种桃子不喜欢多，但

不能太少，会根据市场反馈选择名优特品

种。按照市场价来算，李宏珍今年 10

万多斤桃子，收入也可以达到 30 多

万。但她说这不是最大的乐趣，幸福生

活是奋斗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何

人，年龄多大，都应该用奋斗来获得美

好的生活，这是她的信念，也是她作为

一名老人用实际行动告诉现在年轻人

的箴言。

八旬老党员无私护理儿媳三十载
星报讯（钟萍 李琼 记者 祁琳）在

合肥瑶海区戴安桥社区居民眼中，80岁

的张忠英是一位“好人”，她虽然身患疾

病，但照顾着残疾病重的媳妇近30年。

日前，在“七一”来临之际，戴安桥

社区和“好帮手”瑶海区财政局对生活

困难老党员开展慰问活动。此次共慰

问 14 名困难党员。每到一户慰问都

要和老党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

的身体状况，了解老人的家庭情况，嘱

咐老党员保重身体，并为每位老人送

去节日慰问金，带去了党的关怀与温

暖。张忠英老人便是其中的一位，记

者也走近她的身边，听她说说照顾儿

媳的故事。

张忠英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曾

在合肥汽车站上班，荣获过“劳模”荣誉

称号，张忠英的儿子在多年前就已经去

世，现在她与患有肢体二级残疾的媳

妇、孙子同住，一直以来，张忠英照顾着

儿媳，照顾着这个家，婆媳之间相互关

心，从未红过脸。

儿媳因为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一

直靠着张忠英照顾，1998年，张忠英因

患胃癌做了手术，后因癌症转移，再次

手术，尽管自己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

她从未放弃过照顾儿媳的重担。“现在

我还能做事，不能丢下她。”两人说话、

出门转弯，相依为伴，渐渐的，儿媳也开

朗了许多，居民们说起这对婆媳，无不

竖起大拇指。

不仅如此，张忠英还时刻不忘自己

是一名共产党员，社区里有公益志愿活

动，她都和老伙伴们积极参加，社区工

作人员对此表示非常钦佩，“我们成立

过党员义务巡逻队，张奶奶放下家中事

情，患病还来参加活动，发挥余热，让大

家都很感动。”

“家务能手”突然偏瘫
王少林今年 62 岁，一直到发病之

前，她都是干活的一把好手。

“以前插秧、割稻、干家务，什么活

我都能干，就连孙子也是我一边干活一

边带大的。”王少林告诉记者，12 年前，

孙子从老家到合肥来上学，舍不得奶奶，

她就跟老伴一起来合肥开始了“老漂”

的生活。

王少林之前就患有心脏病，但一直没

有太在意。直到一年前，她突发疾病。王少

林记得，那天早上起床，自己就觉得很不对

劲，腿很硬，走路没有一点力气，公交车的台

阶上不去，煤气灶打不开，心里也闷得慌，

“我到老伴姐姐家去照顾一个智障的孩子，

没想到晕倒在家里，几个小时后才发现。”

被 120 送到医院后，医生说王少林

是突发脑梗，导致左边偏瘫，从那以后，

她就成了一个需要人照顾的病人。

老伴自制拉绳帮她康复
“她现在大小便失禁，一晚上起来上

厕所四五次，都是我抱她去的。”老伴段仁

敏告诉记者，因为孩子都在外地打工，所

以照顾王少林的责任便落在了自己的身

上。要抱起王少林其实并不容易，段仁敏

比王少林瘦30多斤，个头也矮了5厘米，

再加上年事已高，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脑梗出院后，段仁敏经常带着王少林

去做康复，看着老伴走路吃力，回去后腿肿

得老高，段仁敏很心疼，于是就想着能不能

制作一个特殊的工具帮老伴学走路。

“一根绳子系在腰间，让她的右手可

以有个支撑，在她的左脚上，我用电线勾

起整个脚，再拴上一根长绳子，我的右手

就拉着她的左脚一步一步往前走，她很

省力。”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老伴的陪伴

下，王少林已经可以走上一小截路程了。

在王少林生病严重的时候，段仁敏

一下子瘦了20斤，“只要她好好的，我吃

再多苦也值得。”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合肥市

庐阳区杏花村街道五里社区党委、纪委、

文化联合辖区五一小学组织开展“学生

正确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宣讲活动。新乡贤葛家云与五一小学的

师生分享他的成长经历，让现场学生更

加自觉地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努力奋斗。 □娄彦宏 万云

新乡贤新时代
讲习进校园

勿忘国耻缅怀先烈
小小红星圆梦中华

爱国主义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在青

少年的心田早早地扎根爱国情感。6 月

29 日，为纪念抗战爆发 81 周年，由三里

街街道天长路社区妇联主办的“勿忘国

耻缅怀先烈·小小红星圆梦中华 ”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在社区居民服务广场如期

开展。通过活动让青少年在了解历史的

过程中树立了感恩意识，学会珍惜眼前

的幸福生活，增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和

爱国主义情怀。 □陈艳玲 高园

星报讯（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6

岁开始习字学画，至今已有58个年头，

如今，64岁的王雪峰每天都会花费10个

小时练字画画。更为令人钦佩的是，他还

联手合肥市沁心湖社区开设了书画班，专

门为喜爱书画的老人和孩子免费授课。

王大爷家从他爷爷那辈起便是书画

世家，6岁那年，爷爷开始手把手教他习字

学画，“那时候，觉得写书法和画国画是一

件非常有趣的事。感觉非常神奇。”

10 来岁时，王大爷便写得一手好

字，画得一手好画。高考时，他特地报

读了艺术专业，在大学里，他的书法和

绘画技艺得到进一步提高。“后来，走

上工作岗位后，我在单位工会工作，书

法和绘画的本领经常能派上大用场。”

上世纪 80 年代末，王大爷还跟着一位

篆刻师傅学会了篆刻手艺。

如今，58个年头过去，王大爷仍坚

持每天花费10个小时练字、画画，“一天

不写不画，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在他的影

响下，子孙们也非常喜欢书画，“7岁的外

孙目前正跟着我学书法。”

最近几年，热心的王大爷还联手

沁心湖社区开设了书画班，专门为喜

爱书画的老人和孩子免费授课，“我

希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尽一份

微薄之力。”

公益开班传承文化 晚霞生活别样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