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毛菡菁 记者 沈娟娟）今年63岁的高少

之是六安市霍邱县城关镇人，是一名对党忠诚 30 多

年的老党员，从1997年到2012年，他为下岗工人、老

人、残疾人、贫困中小学生免费修车，用自己的行动回

报社会。

1997年，高少之和爱人双双从国企下岗，以修理

自行车为生。高少之记得，他所居住地社区的书记，

每年农历二十九都会骑摩托车把救济款送到自己手

中，“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从那以后，我就参加了

社区志愿者队伍。”

从那时起，高少之修车除了收进货材料费外，常

年为顾客自行车免费打气，并被社区聘为“义务网吧

监督员”。而且他还为下岗工人、老人、残疾人、贫困

中小学生免费修车，碰到危急关头，他曾经挺身而出，

制止社会闲散人员敲诈学生的行为。

在修车的同时，高少之还尝试着进行新闻和散文

的写作，近 20 年里，高少之作为自由撰稿人，发表作

品 300 多篇，成为中国精短小说作家协会、安徽省传

记作家协会会员，他的作品分别被《古今诗人吟霍邱》

《中国当代精短文学作家十人行》《中国精短小说名家

经典》等书籍收录。

高少之的女儿也非常争气，2003 年她以霍邱县

高考“头名”，考取了全国重点——合肥工业大学。

2012 年，高少之送完岳母人生的最后一程，来

到合肥，和女儿一家团聚，他也把党组织关系转到

了合肥，并成为包河区望湖街道朱岗社区和地蓝

湾联合楼宇党支部的书记，2015 年，获得望湖街

道“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家庭”和朱岗社区“道德

模范”称号。

“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就没有我这个人、我这个

家。所以我就教育女儿，现在应该是回馈国家、回馈

人民的时候。”高少之的声音微微发颤，“她加入了青

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除了捐款，她还和救助对象建

立一对一互动，促进孩子成长。”

星报讯（白静 记者 沈娟娟）唱歌是女人的专

利？才不是，在合肥市望湖社区，有八个老人因为喜

爱唱歌，在社区的帮助下，组织起了一个“男子合唱

团”，还给自己的团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银缘”。

“一群白发银丝的老人组织在一起，就是一种缘

分，所以叫银缘。”今年已经 72 岁的刘勇普是合唱团

的一名成员，之前一直不喜欢抛头露面，但退休后，空

闲下来的他准备给自己找点乐子。

在周围朋友的建议下，他报名参加了合唱团，“唱

歌能锻炼身体，还能陶冶情操，特别好，而且歌词中还

能学到很多东西。”

刘勇普平时没事喜欢哼两句，最喜欢的就是草原

类、歌唱新时代和祖国的歌曲，自从报名参加了合唱

团，他每周都要去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两次，每次练习

三个小时的唱歌。

“登台表演的机会多了，现在我再也不怕抛头

露面了，站上舞台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刘勇普

说，自己不但学习了唱歌，学会了表演，还找到了家

的感觉。

每个月，合唱团都会把成员们组织在一起，举行

一个联谊会，每个人都可以表演自己的特长，展现自

己的才艺，“有时候我表演独唱，有时候我表演诗朗

诵，就图个乐子。”

自从合唱团成立后，凡是街道、社区组织的活动，

刘勇普所在的“男子合唱团”都积极参加，有时候还会

跟其他的女子合唱团合作，表演更精彩的节目。

八个老人组起“男子合唱团”

星报讯（崔晓林 记者 沈娟娟）“退休前我一

直在工会工作，就喜欢跟人打交道，谁有点难事我

都喜欢伸把手。”在合肥滨湖世纪社区，刘芸不仅自

己乐于助人，还发起成立了“刘阿姨志愿服务队”，

而这支队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老人，尤其是高龄、

空巢、孤寡老人。

刘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在小区里看到一位老人胸前戴着一个小牌牌，一打听

才知道是名独居老人，心脏不好，还患有高血压，家人

不放心才给她一直挂着牌子，防止发生意外没人知

晓，“后来我留意了下，社区里有不少这样的老人。”

2015年，刘芸和几个好姐妹一商量，大家的想法

不谋而合，能为老人家做点事情让她们走到了一起。

从那时起，刘阿姨志愿服务队成立了，她们大多是一

些全职妈妈或者退休老党员。

“我们每年帮老人家过生日，还经常上门探望他

们，陪他们聊聊天。”经过这几年的上门服务，刘芸发

现，很多老人家并不缺钱，而是缺人陪，一个人独处的

时候很容易寂寞。

刘芸告诉记者，下雪天帮老人买菜，生病了帮老

人买药，这些都是志愿服务队的内容，如今，服务队已

经有了20多个人，而且随着名声越来越响，还有很多

爱心企业通过她们为老人提供一些帮助。

“比如老人家过生日，我们社区共治理事会的单

位就有人联系我们，主动提供蛋糕、面等，让我们特别

感动。”刘芸说，社区共治理事会努力争取把具备公益

性、公共性、可行性、参与性条件的项目纳入公益创投，

让更多的老人可以通过这些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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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英和王曼是一对人人都竖大拇指的

婆媳，她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红过脸，朱广英

把王曼当成亲生女儿，而王曼则把朱广英当成亲妈。

王曼是西安人，十几年前嫁到合肥，因为饮食习

惯不同，曾经让她担心了好一阵儿。“妈妈每顿饭都会

准备面食，就是怕我吃不惯、不适应。”最让王曼感动

的是自己生孩子、坐月子那段时间，婆婆朱广英不仅

花心思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更是在她上班后主动承担

起了照顾孩子的重担，让自己可以安心上班。

朱广英的孙子是校篮球队的，每次练完球都是大

汗淋漓，而朱广英都会在训练结束后给孙子换上干净

的衣服，这些暖心的举动让王曼很感动。

如今，孙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朱广英每天接

送孩子上学放学，还是一位优秀的家长志愿者，每次

孙子班级有公益活动，朱广英都会积极参加，2017年

度，朱广英被评为“优秀家长护花志愿者”。

“很庆幸，自己远嫁后能遇到一个这么暖心的婆

婆。”平时媳妇上班后，朱广英会来到媳妇的房子帮她

晒被子、叠衣服、打扫卫生。王曼也对婆婆更加孝顺，

婆婆有时唠叨，她从来不说什么，婆婆身体不舒服时，

王曼都会请假陪她前往医院看病。

有一次，朱广英体检发现有肝囊肿，在一家服务

外包公司工作的王曼听说这个情况，连夜加班完成了

第二天的工作，第二天一早回到家便带着婆婆去医院

检查，忙前忙后，没有一句怨言。

合肥有对好婆媳，十多年相伴如母女

“功夫夫妻”身手了得
坚持免费收徒授艺15载

星报讯（欧邦伦 季云冈 记者 马冰璐）最

近，在合肥市陈村路社区人大工作站举行的“元

宵节传统民俗嘉年华”上，“功夫夫妻”杨志彪和

叶佩秋表演的传统太极拳展示，格外引人瞩

目。夫妻俩坚持打太极拳、舞太极剑17年，身手

相当了得，令人钦佩的是，15 年来，他们还坚持

免费收徒授艺。

66 岁的杨大爷说，老伴叶阿姨是太极拳爱

好者，“2002年，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学习打

太极拳，刚开始时，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从此，这对“功夫夫妻”开始跟着老师一起打

太极拳、舞太极剑，“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体质

增强了，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如今，每天早上

两人都要花费两三个小时，打打太极拳，舞舞太

极剑，“一天不练，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就连春

节期间，两人也是雷打不动地每天都练习。

经过 17 年的勤学苦练，夫妻俩如今不仅身

手了得，还先后在大小比赛中获得了 10 多块奖

牌，“金银铜牌都有，不仅在省级、国家级比赛中

屡获奖牌，还曾在国际比赛中斩获金奖。”杨大

爷自豪地介绍道。

除了收获奖牌和荣誉外，15 年来，这对“功

夫夫妻”还坚持免费收徒授艺，“徒弟中，既有70

多岁的老人，也有 10 多岁的孩子。”杨大爷说，徒

弟们看到他们在练习，便先后慕名而来“求学”，“不

少人是小区的邻居，原本根本不认识，后来因为太

极拳，大家还成了朋友。”

星报讯（陈红 记者 马冰璐）在合肥市王卫

社区，64岁的万玉高大叔可是个“名人”，因为他

不仅擅长吹奏葫芦丝，还曾在全国邀请赛上获铜

奖，“从2013年学艺至今，已经有6个年头了。”他

说，前年他的吹奏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我感觉算

是学有所成了。”

万大叔与葫芦丝结缘于2013年，“感觉十分

有趣，而且我想把这份乐趣传递给更多人。”

2015年，热心的他张罗起了一个葫芦丝培训班，

免费向辖区居民传授葫芦丝吹奏技艺，“除了有

专业老师授课外，我还担任助教，带着学员们在

课余时间勤加练习，4年来，前前后后有近60名

学员慕名来培训班学习。”

2017 年，社区党委还专门提供了一间活动

室，供他们使用，“对于我和学员们来说，这真是

一个大喜讯。”万大叔说，在此之前，他和学员们

都是在小区广场排练，风吹日晒，十分辛苦。

“令我感动的是，虽然条件艰苦，但没有一个

学员‘中途’打退堂鼓。”万玉高说，每次排练时，

学员们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我觉得，自己必须

当好‘领头人’，带着他们吹好葫芦丝。”

虽然曾在全国邀请赛上斩获铜奖，但万大叔

一直十分谦虚，“在我看来，学习葫芦丝这么多

年，直到前年，我才觉得自己算是学有所成。”他

说，常言道，学无止境，眼下，自己还要不断勤学

苦练，精进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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