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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

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景岳全书》”
健康快乐周刊

大爷爱跳舞，初次登台拿大奖
他所在的舞蹈队名气大，常受邀演出

六旬阿姨心怀“舞蹈梦”，退休后学跳舞

带领大爷大妈舞出“夕阳红”
□ 彭群 钱小秀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合肥市稻香村街道的巫金
兰阿姨特别喜欢跳舞，她从小心
怀“舞蹈梦”，但直到退休后才有
机会学跳舞。经过多年勤学苦
练，如今，作为舞蹈班班长的她
带领着10多位大爷大妈一起跳
舞，并经常演出、参赛。

从小心怀“舞蹈梦”
退休后学跳舞

62 岁的巫阿姨从小外向开
朗，特别喜欢舞蹈，“小时候，我
心里就有一个‘舞蹈梦’。”但因
为家里条件不好，天资聪颖的她一直没有机会学习舞蹈，“如今想想，还
有些遗憾。”

2003年退休后，巫阿姨终于有机会重拾“舞蹈梦，在专业舞蹈老师
的指导下，她陆陆续续学会了蒙古舞、现代舞等。凭着对舞蹈的浓厚兴
趣和勤学苦练，她的“舞”艺日益精湛。

带领大爷大妈，“舞”出夕阳红

常言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不断精进自己“舞”艺的同时，热心的
巫阿姨还带领着舞蹈班的10多位大爷大妈一起跳舞，“我既然是班长，
就有义务带着他们一起进步，享受舞蹈带来的乐趣。”

多年来，他们不仅经常参加文艺演出，还经常参加省市级比赛，“大
大小小的演出都参加过。”她说，在一些比赛中，他们还获得了不错的名
次，“其实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了，大家也非
常开心。”

星报讯（郑鹤鸣 记者 祁琳） 卫
成海老人是合肥瑶海区三里街街道
凤阳一村社区居民，在工作岗位上，
他是先锋，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退休后，他利用自己的专长，帮助辖
区修剪树木，“一定要勤劳和废物利
用”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9次获得劳模荣誉

卫老出生于 1931 年，是位八旬
老人，肥西人，1947年他来到合肥，起
初是当学徒，1949年之后进入竹器合
作社，1970年进入合肥市五金四厂工
作，一直工作到退休，在四十多年的工
作中，先后被评为省、市、区各级劳动
模范代表，9次获得劳模荣誉，1975年
被评定为全国劳动模范。

当时卫老从事的是仓管工作，仓管
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打木箱储存货物，
但长此以往，箱子经常会发生破损，为了
节省成本，卫老自己学习尝试修补木箱，
开始只能简单修补，随着技艺不断精湛，
已经很难发现木箱残缺修补的痕迹，一

年下来，为工厂节约了数十万。事情得
到厂里管理人员和市区领导的高度赞
扬。同时卫老不仅白天干，晚上更是加
班，还主动承担熔炉工作，不辞辛苦。

义务修剪树枝成优秀志愿者

退休后的卫老更是社区的“好能
手”，利用自己的专长将一些废旧的
木材设计成竹梯和“打叶棍”，义务帮
助辖区的生活小区修剪枝叶，不论是
夏季还是冬季，小区内的枝叶都被修
剪得整整齐齐。积极参加并配合社
区开展低碳绿色、节能环保宣传志愿
服务活动，多次被评为三里街街道优
秀退休志愿者称号。

在生活上，卫老也是节约和废物
利用的好手，基本上家里的床、床头
柜、衣柜都是自己亲自做的，一直用到
现在，包括儿子们结婚用的家具都是
他负责包办的。现在卫老身体欠佳，
不过还不忘到社区里去按时交党费，
时常问问社区工作人员可有需要自己
的地方。

退休后学习舞蹈

68岁的顾大爷从小就喜爱文艺，“我上学时，学校附近经常有文艺演
出和排练，我经常跑去看。”在这些文艺演出的熏陶下，他不仅对文艺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培养出了超凡的文艺鉴赏能力。

走上工作岗位后，顾大爷在单位工会工作，经常组织文艺演出，“那
时，我只是组织者和欣赏者。”他说，直到退休后，他才成为舞台上的表
演者。

2008 年，顾大爷退休了，在老伴的带领和鼓励下，他开始学习舞
蹈，“刚开始，我感觉非常不好意思，动作也放不开。”渐渐地，随着排练
经验和演出经验的积累，他变得从容大方起来，“舞蹈动作也更加舒展
自如了。”

初次登台拿大奖

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学习舞蹈后没多久便登台演出，“初次登台，
我特别紧张。”他说，演出很顺利，他和舞蹈队的队员们凭借着精湛的

“舞”艺，还成功地获得了那次演出的一等奖，“真是一份意外惊喜。”
多年来，顾大爷一直坚持勤学苦练，除了每周和队员们集中排练两

三次外，每天，他还在家加练一两个小时，“我特别感谢老伴，她不仅指
导我，传授我一些技巧，还经常鼓励我。”

“我所在的舞蹈队在蜀山区名气比较大，经常受邀演出。”他说，每
个星期，他和队员们都要登台演出两三次，“虽然非常忙碌，但我觉得特
别充实、快乐。”

星报讯（潘妥 记者 邵华 文/
图） 在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第一小
学，提起“扫地奶奶”，师生家长没有
不知道的。这位 59 岁的退休老人 5
年如一日义务打扫校园，只为给孩子
们一个干净整洁的学习环境。

“扫地奶奶”名叫王连喜，家住安
徽大市场附近。五年前，她送孙子上
学，在学校门口，她看到很多孩子在
排队等候时随手将书包丢在地上。
王连喜介绍，那时候学校门口有很多
小吃摊，有人吃完东西后随手丢垃
圾，地上很脏。“孩子们的书包怎么能
放在这么脏乱的地上呢？”王连喜觉
得有点心疼。于是，她自费买来扫帚
簸箕，当起了义务清洁工。

这一扫就是五年，无论刮风下
雨，她都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学校门
口。除了打扫卫生，她还是孩子们闹
矛盾时的“调解员”，遇到困难时的

“编外老师”。时间长了，学校的老师
和家长们都认识了这位热心的奶
奶。很多孩子上学放学时遇到她，都
会甜甜地喊一声“奶奶好！”王连喜乐
在脸上，甜在心里。

临泉路第一小学一直没有专门
的清洁人员，今年春天，学校领导邀
请王连喜担任学校的专职清洁工。
王连喜接受了进入校园打扫的任务，
却婉拒了学校给她开工资的要求。
她说：“学校不用给我发工资，这些事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想给孩子们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如今，王连喜的生活很有规律。
每天早上三点多就起床，锻炼身体，
做好早饭，收拾家务，六点钟左右就
送孙子去学校，然后开始打扫工作。
学校的老师们笑着说：“自从她来到
了学校，操场上连一片瓜子壳都找
不到了。”王连喜却觉得自己做的不
够，“如果有钱，我希望能把学校的
围墙修一修，太矮了，外面的人能爬
进来，不安全。”

五年如一日义务打扫校园

孩子们亲切地
称她“扫地奶奶”

□ 彭群 钱小秀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合肥市稻香村街道的
顾苏民大爷爱跳舞，令人佩
服的是他初次登台演出，便
和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获
得一等奖。如今，“舞”艺精
湛的他经常和队员们受邀
演出，每个星期都要登台演
出两三次呢！

劳模退休勤俭做义工
自制“打叶棍”扮美小区

他们好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