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达人”又是一名共产党员
不服老穿上马甲服务车站旅客

星报讯（王媛 记者 沈娟娟）提起合肥市望湖

社区的“公益达人”，大家都会对周宗珍竖起大拇

指，她2015年退休后加入望湖社区向日葵睦邻公

益服务社，开始了她的公益之路，除了积极参加社

区的各类公益活动之外，她还跟随向日葵睦邻公

益服务社来到高铁南站进行志愿帮扶，今年她又

加入了望湖社区朝阳护卫队，在学校门口进行文

明引导，为学生们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周宗珍今年61岁，家住望湖社区滨湖春天小

区，退休后赋闲在家。2015 年，通过党组织关系

的转移，她结识了望湖社区向日葵睦邻公益服务

社的志愿者们，开始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上门慰

问老人、冬季捐衣……社区的公益活动中总能看

到周宗珍的身影，2016年10月份，周宗珍了解到

很多志愿者在高铁南站服务，为旅客进行志愿帮

扶，让旅客倍受感动和温暖。

“我要去南站，我也要去为旅客服务。”周宗

珍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时，遭到了强烈的反

对，但她仍然坚持要去。

2016年11月1日，周宗珍正式来到高铁南站

进行志愿服务，第一天的岗位是在到达大厅东侧。

“第一天参加服务，没有发志愿服务的红马甲，旅客

有困难不找我，不认识路也不问我，连续几天下来

没有收获。”周宗珍觉得很沮丧，但并没有放弃。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实践，周宗珍从一个新人

成长为团队的核心志愿者，现在周宗珍一天不去

就急得慌，在家根本待不住，在南站服务的向日

葵团队里，周宗珍的出勤率也名列前茅，截止到

2018年9月，累计服务时长已有3000个小时。

2018年的春节，南站的客流量一直很大，志愿

者们每天都满负荷工作，周宗珍外出时受了凉，重

感冒好多天不见好，但她想到春运期间正是忙的

时候，而且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组长，更应

该做出表率，不能遇到问题就退缩，于是她仍旧坚

持去南站服务，在去南站的公交车上，周宗珍头晕

得呕吐不止，即使这样，下了车后稍作休息后，周

宗珍就又坚守在自己的服务岗位上了。

除了在高铁南站进行志愿帮扶外，周宗珍还

参加了望湖社区的护学志愿服务队，每天在望湖

小学门口进行文明引导，协助家长接送孩子，护

送学生们安全过马路。不管艳阳高照还是刮风

下雨，只要周宗珍有时间，她就会参与到护学行

动中来，经常是参加完早上的护学后再去南站。

“我们老年人早上起得早，这样两项志愿服

务我都能参与，生活多充实啊！”周宗珍笑着说，

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帮助别人使自己快乐，所以愿

意去帮助更多的人，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绵薄之

力，“我打算一直做下去。”

星报讯（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结婚 36 年，

陈淑云阿姨和陈宏策大叔一直是众人眼中的恩

爱伉俪。36年间，他们多次搬家，但每到一处，都

是大伙艳羡的模范夫妻。每次不管哪家夫妻闹

矛盾，左邻右舍都会邀请他们调解。

60岁的陈淑云和62岁的陈宏策相识于1980

年，他们的红娘是陈宏策父亲的同事，“介绍人十分

笃定地说，我俩肯定合适！”陈阿姨说，1981年，陈大

叔从部队回家探亲，两人相约见了第一面，“我觉得

他非常有男子汉气概，是一位优秀的青年。”

“她的阳光、活泼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陈大叔说，随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通

过鸿雁传情。1982 年，陈大叔从部队转业，同年

8月1日，两人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两人相敬如宾，恩爱和睦，结婚36年从没

拌过一句嘴，“我们约定好，不管谁发脾气，另一个

人都要谦让。”这份约定，他们一遵守便是36个年

头，“这些年，我们记住的都是彼此的付出和优点。”

陈阿姨说，年轻时，自己起早贪黑忙工作，照

顾女儿的担子便落在老伴的肩上，“他既要忙工

作，又要带孩子，十分辛苦！”在陈大叔眼中，妻子

为这个家也付出了许多，“这些年来，她陪着我吃

了许多苦，但从没抱怨过一句。”

36年间，老两口多次搬家，但每到一处，他们

都是大伙艳羡的模范夫妻。每次不管哪家夫妻

闹矛盾，左邻右舍都会邀请他们调解，“我俩上门

一调解，原本怒目相对的夫妻便握手言和。”陈阿

姨说，夫妻俩居家过日子免不了有矛盾，“我觉

得，夫妻相处如果做到彼此尊重、理解、谦让、关

爱，便会恩爱和睦。”

结婚36年，恩爱伉俪从不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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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一生坎坷亲人相继离世
笑对人生甘当巡逻队员为四邻

大姐亲历4次经济普查
见证合肥14年“蝶变”

星报讯（刘泉 记者 马冰璐） 从小街小巷林立到高

楼大厦拔地而起、从污水横流的城中村到现代化的宜居

小区……14 年间，49 岁的黄求霞大姐以经济普查员的身

份，亲历 4 次全国经济普查，并亲眼见证了合肥日新月异

的巨变。

49 岁的黄大姐是合肥市洪岗社区的工作人员，2004

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启动，她第一次以经济普查员的

身份全程参与，“那时候，辖区的经济普查工作由我和同

事王家唐两个人负责。”她清晰地记得，当时，辖区共有两

家厂、几家小作坊和数十位个体户，“所有数据、信息全靠

手工录入、整理。”

到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时，变化悄然而至，“城中村

改造开始启动，个体户数量增至三四十位。”等到第三次

全国经济普查时，她惊喜地发现，合肥迎来了巨变，并进

入飞速发展期，“城中村渐渐被宜居小区取代，辖区出现

了大型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的身影……”她说，印象最深

的是，经济普查员一下子增至 15 人，“当时，我们辖区有

大型企业近 10 家、大小各类企业 600 多家，个体户增至

300多人……”

今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启动，黄大姐和其他 20

位经济普查员也开始忙碌了起来，他们奔走在高楼大厦

之间，对辖区每一个商家登门入户“摸家底”，“跑上跑

下，忙前忙后，全靠一双腿……”她说，每天至少要步行

10 公里，“根据我前三次当经济普查员的经验，起码要瘦

七八斤。”

黄大姐说，经济普查员最怕的不是奔波劳累，而是商

家的不理解和不配合，“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有的商

家，我们甚至要跑五六趟，才能顺利获取普查数据。”让她

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又一次见证了合肥日新月异的巨变，

“以我们辖区为例，目前初步摸底显示，辖区共有各类企

业1900多家，个体户1000多人。”

夫妻俩42年相敬如宾
照护植物人老伴不离不弃

星报讯（余秀娟 记者 沈娟娟）在合肥市烟墩街道滨

湖欣园小区，有一对老人让邻居们都很羡慕，史承法和朱

学翠结婚已经 42 年，但他们从来没红过脸，而在 2014 年

前，史承法丘脑出血成了植物人，朱学翠寸步不离地照顾

他，“我就希望他好好的，有他在，家才在。”

2014年1月的一天，史承法突然晕倒昏迷，经多次抢

救，他失去了语言行动能力和自主意识，成为了植物人，

只能在家保守治疗，从他病后，朱学翠就一个人担负起照

顾老伴的责任。

每天早上5点多，朱学翠就要起床，将老伴从床上转

移到轮椅上，为他喂流食、擦拭身体、清理大小便，忙碌到

夜里11点才能休息。

“他长时间卧床，皮肤一碰就会破，我每次都要用纱

布蘸水轻轻帮他擦。”朱学翠说，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伴，她

就在老伴的病床边搭一个折叠床，凑合着睡，每隔两小时

为他翻一次身。

近五年来，史承法从没有得过褥疮，身上也没有一点

异味，房间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考虑到朱学翠家的情况，

欣园社区希望将史承法接到社区接受“喘息服务”，由社

区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照料，但却被朱学翠拒绝了。

“我一直照顾他，他吃饭、喝水、大小便都要人伺候，

别人做不来的。”朱学翠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着老伴，只

有每个星期需要出去打流食时，她才会离开半小时去买

点菜。

朱学翠至今还记得，27 岁时嫁给史承法，42 年来，两

个人几乎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再累也是家里人，我会一

直照顾他。”

星报讯（阮仁英 记者 祁琳）姜秀兰今年 82

岁，家住合肥市明光路汽车站附近，她的一生坎

坷，丈夫、儿子、孙子相继离去，老人现在孑然一

身，但依旧开朗乐观，热心志愿活动，邻居们哪家

或者社区有事她都会去帮忙。最近，戴安桥社区

志愿者与合肥汽车站莹雪志愿者服务队来到她

家，大家说年纪大了一定要注意，但老人笑着说，

自己家的特殊状况，一直是多亏了志愿者的关

心，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之事。

姜秀兰的儿子于 1993 年病逝，当时只有 37

岁，是家中独子，留下当时只有11岁的孙子，姜秀

兰痛苦之余，仍要担起家中的重担，照顾孙子。

2000年，姜秀兰的老伴患有心肌梗塞，2008年也

离开了，一家子只剩下姜秀兰与孙子。虽然接二

连三的打击，但姜秀兰依旧笑着面对，毕竟孙子

是她全部的希望。谁能料到，2010年底，28岁的

孙子突患脑疾，一年多后也去世了。这段时间

里，姜秀兰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悲伤，身高一

米六的她，体重瘦到不足 90 斤。现在老人孤独

一人，坚强面对生活。

前几年，姜秀兰参加了社区的义务巡逻队，

经常在小区里巡逻，发现隐患及时解决。她所住

的地方属于城中村，容易发生内涝，曾有一年冬

天，管道冻裂污水横流，姜秀兰帮着社居委一家

一家凑钱解决，在寒冷冬日，不怕脏累打扫干净。

考虑到年纪大了，社区安排姜秀兰不要参加

巡逻队了，不过“爱管闲事”的姜秀兰还坚持发挥

余热，担任着楼组长，“姜奶奶在这里住了几十

年，对周边环境了如指掌，我们不清楚的，问她准

没错。”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不仅关心周边环境，姜秀兰对邻居们也很关

系，在她家楼上，有一个孩子患有白血病，父母残

疾，爷爷奶奶拾破烂糊口，家境很困难，姜秀兰自

己生活上也是紧巴巴的，但时常关心着这个家

庭，有好吃的先想着他们。“看着伤心，能帮一点

是一点吧。”姜秀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