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力亲为养花种草
何大爷住在一楼，家里有一个小院子，他笑称，这

个院子是自己的“百花园”，不大的院子里被他整齐地
分割成了多块花地，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院子里
随处可见月季、芍药、牡丹、金银花、映山红等花卉的
身影，此外还有橘子树、柿子树等果树，“这棵柿子树
结得柿子可多了，柿子的味道可香甜了。”提起自己的

“百花园”，何大爷津津乐道。
对于何大爷来说，每天的头等大事便是照顾这些

花草、果树，虽已年近九旬，但他仍坚持每天早上挑水
浇花，“我每天早上到小区附近的一个水池挑 4 桶水
浇花。”何大爷说，这个习惯，他已坚持多年。

除了亲自挑水浇花，种花的土也是他一担一担挑
回来的，“这些土壤特别适合花草生长，虽然挑土很辛
苦，但看到这些花草长势喜人，我就觉得这些辛苦都
很值得。”何大爷养了 30 年花草，也为这些花草操心
了30个年头，“哪棵花枯萎了，或者哪株草死了，我都

会着急、伤心好几天。”
为了照顾好这些花草，10 多年前，何大爷还专门

去老年大学学习过庭院花卉课程，并顺利结业，“通过
这个课程，我学会了许多养花种草的窍门。”

坚持每周往社区办事大厅送花草
除了喜欢养花种草，热心的何大爷还经常赠人花

香，左邻右舍都收到过他赠送的花，“只要大伙喜欢，
我就舍得送。”他说，自己养花种草不是为了自己欣
赏，而是为了给更多的人带去美的享受。

除了赠花给左邻右舍，多年来，何大爷还坚持每
周往社区办事大厅送花，“每周一早上，我把花草送到
社区去，每周五再拿回家浇水、施肥。”如此周而复始，
这件热心事，何大爷已坚持了多年，“我送花到社区办
事大厅，既可以美化办公环境，又可以供前来办事的
居民们观赏。”他说，自己送去的花草虽不是什么名贵
品种，但都是自己亲手种的，“全部都生机勃勃。”

何万里大爷在护理花草

在合肥市竹荫里社
区，有一位热心的老人，
他不仅喜欢养花种草，还
乐于赠人花香。除了经
常向左邻右舍赠花外，他
还坚持每周往社区办事
大厅送花草，供前来办事
的居民们观赏。这位令
人钦佩和感动的老人便
是88岁的何万里大爷。

▋王佳伟 孙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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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高海涛 张王林 记者 沈娟娟） 家住合肥
经开区海恒社区的张应财今年 67 岁，退休后他比以
前更忙碌了，不仅忙着到附近的法院当调解员，还要
学习心理学、法律等知识。“我是个热心肠的人，大家
信任我才找我调解，我就必须调解好。”张应财说。

退休前，张应财在基层工作了30多年，对周边的
情况很熟悉，街坊邻居也很相信他，只要大家有个矛
盾，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让他调解。

有一次，双方因为借债闹起了矛盾，法院判决后，
借钱人无法偿还 18 万利息，双方打得头破血流。张
应财在派出所见到两人时，双方情绪都很激动。

“他工作不稳定，你让他付那么多利息，只能卖房
子了，你让两位老人露宿街头吗？”张应财的一番话让
两人的情绪稍微缓和点，最后达成一致，支付的利息
减少为5万元。

说服双方后，他连夜起草了协议，二人签字，忙完
这一切，他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这只是张应财调解纠纷中的其中一件。多年来，
张应财调解的纠纷有1000多件，2013年被评为合肥
市百佳调解员，2015年成为莲花派出所警民联调室的
调解员。

在张应财看来，基层调解工作非常重要，在法律
范围之内，讲清理也能化解矛盾。“我心中揣着一杆
秤，保证自己的公平公正，即使是自己的兄弟，我调解
矛盾也对事不对人。”张应财说，调解矛盾时有自己的
套路，先让双方把自己的想法、委屈等一吐为快，等到
稍微心平气和时再说道理，分析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纠纷类型复杂多变，要想解决
问题，必须掌握足够的知识，所以，张应财一直在自学
法律、心理学等，让自己的调解工作更有理论依据。

“调解达人”数年化解纠纷千余起

六旬老人成立30人队伍
专劝各种不文明行为

星报讯（王甜甜 张王林 记者 沈娟娟）
“大姐，请您不要在景观池洗涮拖把，很不文明
啊。”“老大哥，请把您堆在楼道的家具放进家
里，楼道是消防通道，出了事就麻烦了……”每
天上午10点，家住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
区临滨苑小区的朱长城就召集老伙伴们，开
始一天的文明劝导志愿服务。不仅如此，他
还成立了平安小区支援巡逻队，日夜轮班地
在小区里进行一系列的安全巡查……

今年 66 岁的朱长城刚来到临滨苑居住
时感觉不太适应，他的老家没有合肥繁华，
但乱晾晒、乱堆杂物的现象却很少有。

“我要想办法帮大家改掉这些不文明的
习惯。”2014年，他牵头成立了文明劝导志愿
服务队，带领队员们在居民区和购物中心广
场进行巡视，对各种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对
不文明现象进行记录并督促物业给予解决。

在他的坚持下，小区里的不文明现象有
了明显的减少。经过近3年的发展，“文明劝
导队”获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吸引了很多
热心居民积极加入，已经由最初的 8 人壮大
到目前的30人。

在日常的巡逻和与居民的交流中，朱长
城得知居民们对小区的夜间安全有顾虑，偶
尔还会有偷盗事件出现。于是，平安巡逻队
的想法逐渐在朱长城的构思中成熟，他很快
地在园区里招募了夜间巡逻的志愿者，一支
新的志愿服务队“平安小区志愿巡逻队”也成
立了，日夜轮班地在小区里进行一系列的安
全巡查，更好地保障了居民的出行居住平安。

“看到朱叔叔，我们就放心了。”一位居
民告诉记者，朱长城是小区里的名人，也是
大家的“定心丸”，说起他，大家都竖起大拇
指，“虽然他很少说话，但他积极地参加各类
志愿活动。”

星报讯（刘晓莉 宋立 记者 马冰璐） 在合肥市蜀
山区团安村社区，提起63岁的丁昌启大爷的名字，居
民们赞不绝口，都夸他是个热心人，他不仅精通太极
拳，还热心地收徒授艺，而且他还常年辗转多个晨练
点，义务为居民们指导太极拳。

丁大爷与太极拳结缘于10年前，“我从小就喜欢运
动，一直非常喜爱太极拳，但一直苦于没有充足的时间
学习太极拳。”退休后，他毅然决定拜师学艺，“我一边在
家看着教学视频自学，一边在老年大学拜师学艺。”

刚开始学习太极拳时，他遇到了不少难题，“学习
进度比较慢。”凭着一股韧劲和勤学苦练，很快，他便
学会了太极拳，“那时候，我坚持每天练习，真是到了
废寝忘食的地步。”他说，除了每天早晨练习太极拳
外，中午或晚上，他也尽量抽出时间练一会儿。

“经过五六年时间的练习后，我能娴熟地打太极拳

了。”随后，他又开始学习太极扇、太极刀、太极剑等，
如今 10 年时间过去了，他已成为社区里有名的“太极
高手”。

从 3 年前起，陆陆续续有居民慕名来向他求教，
热心的他也总是不吝赐教。“只要大家愿意学，我就愿
意教。”丁大爷说，跟着自己学习太极拳的居民中既有
中老年人，又有年轻人，3年时间里，他陆陆续续向四
五十位居民传授了太极拳。

热心的丁大爷不仅义务收徒授艺，他还经常参加
公益活动，前往敬老院、社区等地表演太极拳，“敬老
院的老人们和社区的居民们都喜欢看我的表演。”

此外，他还常年辗转多个晨练点，义务为居民们
指导太极拳，“哪个晨练点有人要学习太极拳，我就去
哪个晨练点。”他说，虽然辛苦，但看到大伙学得起劲，
他别提有多开心了。

“太极仙翁”义务收徒传承绝技 痴迷豫剧50年
她组起合肥唯一一个豫剧团

星报讯（周友奇 张王林 记者 沈娟娟）
在合肥市周谷堆社区，今年 64 岁的宋振英
爱唱歌，但跟一般爱唱安徽地方戏的人不一
样，她痴迷豫剧 50 多年，退休后旧戏重唱，
又组起了合肥市唯一一个豫剧团，打破了

“豫剧不过江南”的尴尬，每当有一些重要活
动，她和团员们都被点名前去表演，并在省、
市获得了很多奖项。

“我以前下放在北方，13岁就在宣传队上
班，最爱唱样板戏，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
浜等都不在话下。”宋振英说，自己老家在六
安，下放的地方靠近河南，豫剧在那里比较吃
香，于是，她就在耳濡目染下爱上了豫剧。

在宋振英看来，跟南方一些戏曲不一
样，豫剧唱起来很有力度，铿锵有力，“所以
我特别喜欢，没事干就跟着她们学，一点一
点地我也会了。”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宋振英接触豫
剧的时间比较短，只能闲暇时练练嗓子，直
到退休后，她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钻研豫
剧。在唱豫剧的过程中，她发现身边有一些
爱好豫剧的居民，却找不到专业的人来教。

“两年前，我成立了豫剧团，从一开始只有
几个人发展到现在30多个人，每周大家都会一
起排练。”宋振英告诉记者，自己请了一个专业
老师教团员唱豫剧，自己也会把自己擅长的唱
腔、动作等手把手教给团员们，“团员们也会自
己拿U盘下载，喜欢的选段可以自己下载下来
学，不像以前那样一句一句教。”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宋振英的豫剧
团在合肥小有名气，参加了很多比赛和表
演，拿了不少奖项，“有时候一些重要活动，
会给我们专门发邀请函，让我们去表演。”

不过，在豫剧团里，大多数都是阿姨，
宋振英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爱上豫
剧，把这个传统戏曲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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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老人”乐洒花香满社区
每周送花草到社区供大家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