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余亚明 刘亚萍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文/
图） 鲜花盛开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然而在合肥市
丁香社区居民牛和菊的家中，四季都有“鲜花”簇
拥。原来，心灵手巧的她通过自制绢花工艺品，让
家中“鲜花”四季常开。“绢花是用各种颜色的丝织
品，用竹签或铁丝作枝干，经手工巧妙叠加制作而
成的酷似鲜花的绢花，也叫‘京花儿’。”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过的旧桌布、废旧丝袜、废弃条幅、五颜六
色废旧塑料袋等,这些废旧物品在牛和菊眼中都是
宝，经过她的巧手竟变成了美丽的绢花。

指尖下，流淌出的美丽

今年52岁的牛和菊住在丁香社区航鑫家苑小
区，自从在书本上看到关于绢花的介绍后，她便喜欢
上了这项工艺。

后来，她还专门跑到文化馆请教老师学习绢花
制作。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老
师的指导，牛和菊制作绢花的技艺突飞猛进，做出来
的绢花越来越逼真。

午饭后，牛和菊坐在书桌前开始动手制作绢
花，书桌上摆放着收集来的废弃条幅、旧布料和包
装袋、细金属丝、彩线、剪子、钳子等,先用硬纸板剪
出花瓣造型，再用铁丝把它们缠在一起，分别把红
色条幅和旧布料套在硬纸板模型上，做花蕊、摆造
型。她还善于选用旧包装袋的形状和颜色，巧妙地
进行搭配，经过牛和菊的巧手制作，一朵红色的丝
绢花便诞生了。

花朵中，绽放邻里情

为了将自己的这门手艺传给更多的人，牛和菊
自愿向辖区居民们教授制作绢花的手艺。

在丁香社区活动室，经常会看到，很多居民围
坐在一起，桌子上堆满了红艳艳的鲜花，牛和菊正
教居民亲手制作丝绢花，利用在日常生活中收集
来的废弃材料，在大家手中变成了一朵朵美丽的
丝绢花。

居民们一边学习制作绢花，一边拉家常、谈感受、
取经验，亲情、友情、真情在此时的相聚中得到了升
华。邻里之间也在这个活动中度过了一个温馨愉快
的邻居节。居民方女士说：“不仅牛和菊制作的绢花
美，她的人更美，就像是我们丁香社区盛开的一朵
花。”

“你说的是钱美丽？就是她！”在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
康利园，“钱美丽”的大名无人不知，大家都说她有一颗金
子般美丽的心。

其实，她的真名叫钱丽萍，1974年3月出生，文化不
高也没有固定职业，但她的“美丽”却让邻居都为她点赞。

□柳淑琴 王玉平 记者 沈娟娟

钱丽萍（右）把邻居都当成家人

辞职六年照顾卧床不起的婆婆

2005年，钱丽萍嫁给丈夫贾先生后，因为婆婆
盛大妈身患重病常年卧床不起，她只好辞去工作，
在家一心照顾婆婆。

“家里人提出请个护工，但婆婆眼睛不好，我想
没有护工会比我伺候得更尽心尽力，所以我就辞
职在家照顾婆婆的吃喝拉撒。”钱丽萍一人挑起了
照顾婆婆的重担，并且一挑就是六年，为婆婆养老
送终。

她在小区有很多“家人”

叫她“钱美丽”不仅仅是因为她对家人无微不至的照
顾，更是因为她自觉照顾关心邻里，把邻居都当成家人。

住在钱丽萍楼上的贾女士，大女儿是脑瘫，双腿
不能直立行走并且智力低下，四处求医难以诊治。
由于孩子长期看病吃药，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

“他们家这么困难，日常琐事有时候我就帮一
把。”钱丽萍听说了这件事，主动帮着贾女士定期
代缴水电费，协助照顾该小孩穿衣、按摩、散步，帮
助求医就诊，有时还做好饭送上楼，“都说远亲不
如近邻，困难时候我应该伸一把手。”

今年 80 多岁的王本芳行动不太方便，身体也
不太好，钱丽萍一有空就上门陪她聊天，天气好的
时候还帮助老人到阳台晒晒太阳。

“她还经常带着志愿者来帮我打扫卫生、整理
房间，这个邻居像亲人一样。”记者见到王本芳时，
她的心情很好，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这都是
钱美丽她们的功劳。”

辞职照顾病婆婆

“美丽”儿媳的温情“篇章”赢赞誉

星报讯（郑鹤鸣 记者 祁琳 文/图） 在合肥瑶海
区三里街街道，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退休发挥余热奔
走在大街小巷，不计得失地向邻里提供无偿帮助，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楼长。

家住三里街街道凤阳二村生活小区5栋的湛本英
就是一位“楼长”，出生于1939年今年已经77岁了。

凤阳二村生活小区，是原合肥市客运公司的回迁
小区，大部分居民都是原客运公司的退休职工。小区
自建成以来一直没有物业，无人管理，2014 年纳入瑶
海区老旧小区整治项目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目前
由社居委暂时管理。

楼长职务不大，但是她时刻把居民的冷暖挂在心
上。挨家挨户收取卫生费、打扫卫生，是湛阿姨多年
来经常做的事情。原先小区用的是普通的照明电，居
民做饭都是用煤气罐，一些老年人换煤气特别不方
便。看到院子里的居民为这事非常闹心，她急得睡不
好觉，多次跑供电局协商，最终对该住宅楼进行了电
网改造，解决了大家用电问题。

小区里的卫生以前都是雇人打扫，后来她就主动
承担了打扫楼道卫生的工作。在其带动下，5 栋的住
户现在都积极参与到环境清扫当中，既节省了费用，
环境卫生也变得更干净了。小区多年来一直是烧煤
取暖，为了能改造天然气她不辞辛苦往返于燃气公司
办事大厅和社区之间，经过几个月的奔波，2015 年终
于开通了天然气，让居民们从此告别煤气罐的时代。

湛阿姨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她的一言一
行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2015年凤阳一村社
区“最美楼长”评选中被大家一致推选为居民最信任、
最负责的楼长，得到大家一致的肯定和支持。

热情楼长无私助居民

星报讯（陈红 柳淑琴 记者 沈娟娟） 无意中听到

一首葫芦丝吹奏的曲子，他就一见钟情了。从一窍不

通到“七级”水平，他仅仅用了三年。

家住合肥市望湖街道王卫社区的万玉高今年 61

岁，别看他是非专业选手，但在全国邀请赛中还获得

了铜奖，被评委评定“七级”水平。

说到跟葫芦丝的结缘，万玉高用“偶然”来形容。

三年前，因为老伴爱好打太极拳，一起打太极拳

的有一个老朋友会吹葫芦丝，“当我听到他吹葫芦丝

发出的优美音色时，我一瞬间就爱上了。”

虽然一点都不会，但万玉高还是跟一个刚入门的

学生一样，从音符开始一点一点学起了葫芦丝，“那个

老师教我基本功，剩下的就是自己回家练了。”

说到吹葫芦丝，那可不轻松，特别是对于一个快

60岁的老人来说。万玉高告诉记者，自己每天都会练

习2个小时，嘴吹酸了都不愿意歇一歇，而且过几天他

就会去把自己的练习成果吹给老师听，请老师指点自

己不足的地方。

“经过三年的学习，我葫芦丝已经可以吹 30 多首

完整的曲子。”在 2015 中国·江苏首届葫芦丝巴乌陶

笛全国邀请赛中，万玉高荣获铜奖。

万玉高现在已经是附近的名人，只要有什么演

出，一定会第一时间得到邀请，“前段时间到肥东去

慰问孤寡老人，后来一个公司开表彰大会，还特地

给我准备了一套衣服，请我去独奏。”

“除非我吹不动，否则我会一直吹下去。”万玉高

说，虽然自己独奏葫芦丝感觉很好，但还是想在附近

找一些一起玩的老朋友，“比如锣鼓、笛子等乐器加入

进来，也许我们还能排成一场完整的演出。”

业余选手吹响得胜曲

五旬大妈指尖中绽放邻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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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葛根：解热生津的“女人参”。

”

牛和菊也喜欢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