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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1 岁的李道香在宣城旌德县教了 40
年书，退休后跟随女儿到合肥市竹荫里社区居
住。五年来，她看到教育环境大大改善，教育资
源越来越优质，教师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不过，
让她觉得神奇的还是外孙女学外语过程。

“没有上过一天培训班，也没有老师辅导，
只看到她在书桌上贴了一些外语的纸条，她居
然就学会了该国的语言，现在当地上大学。”李道
香打听后才知道，外孙女是通过在线学习的方

式学会的。李道香跟记者打趣：“不需
要老师也能学会一门语言，照这样下

去，老师会不会失业？”
虽然不懂，但李道香知道

现在教育的手段跟她那时候不

一样了，尤其是最近五年，互联网高速发展，已
经带来了教育方式的大变革，“人人都能上网，
处处都能学习，教育手段更信息化，对深化教
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近几年，李道香欣喜地发现，国家和各
级政府对青少年越来越关注，在学校软硬件建
设上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每个校园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操场上的塑胶跑道，教室里
的电子白板，活动室里多种多样的器材，孩子们
现在条件真是太好了。”李道香记得，自己当老师
的那些年，环境和现在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玻
璃破了只能用报纸糊，课桌椅坏了用砖头撑着，
根本不像现在这么好的环境。

▋王佳伟 康屿川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无师自通学外语

他们这五年 日新月异很幸福

编者按：“以前想都不敢想，交通能变得如此方便。”地铁、机场、高铁……今年50岁的合肥市民陈敏感慨
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感慨自己的生活每一天都发生变化，日子过得满满都是幸福。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省城
不少普通市民，和他们一起感知时代的步伐，不断迈进新的美好。

地铁带我逛遍大合肥
今年50岁的陈敏是地地道道的合肥人，以前，最

让她头疼的就是出门，公交车少，出租车不愿意来，私
家车没有，地铁没通。而如今，随着周谷堆搬迁、合肥
地铁1号线开通，这一切都在悄悄改变。早上9点，陈
敏收拾好随身携带的东西，从周谷堆社区步行出门几
分钟，就到了地铁1号线的“合工大南区”站，她和几个
姐妹约好要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转转。

“老周谷堆在的时候，人多车多，每天出门要从菜
贩子的三轮车上翻过去，久而久之，我就不愿意出门
了。”那时候，陈敏的活动范围都在家附近一站路左右
的距离，从来不愿意出远门。 在听到地铁1号线开通
的消息后，陈敏总是希望日子能过得快一点。就在去
年，地铁一号线试乘的第一天，陈敏就排队领了试乘
票，坐上了期待已久的地铁，陈敏非常激动，“很难想
象它在地下是怎么开的，特别平稳，速度也很快，设施
也很完善，让我太惊喜了。”

陈敏告诉记者，自己住在老城区，合肥有很多新
景点位于滨湖，比如湿地森林公园、岸上草原的，而地
铁 1 号线让不爱出门的她也慢慢走出去，“现在我们
出去玩不开车也不坐公交，地铁又快又便宜，就能带
我逛合肥。”

要说陈敏这五年来感受最深的，除了地铁1号线
外，新桥机场正式启用，高铁南站投入运营绝对也是
一件件大事，合肥已实现 1 小时到南京、2 小时到武
汉、3 小时到上海和杭州、4 小时到北京和福州，“米”
字型高铁网络初步形成。

前年，陈敏给儿子买了私家车，作为上下班代步
工具，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因为，在她的身边，绝大多数家庭
都有了私家车，有的甚至夫妻两人一人一辆，最明显的是，小区里原
来空空荡荡，现在停车位完全不够用，很多车还被迫停在了外面，

“以前想都不敢想，交通能变得如此方便。”
现在，在陈敏家附近，20 多条公交线路经过，步行几分钟就能

坐上地铁，实在来不及，儿子可以开车送。而她最期待的是，合肥地
铁2、3、4、5号线开通的那一天，地铁线将整个合肥串联起来，她说，
要坐着地铁逛遍大合肥。 ▋周友奇 记者 沈娟娟

老太喜迁回迁房
81岁的贾荣芳奶奶说，怎么也没想到，多年夙愿在短短五年内圆

满实现。“这辈子，我先后住过茅草棚、草房、瓦房、平房，直到如今的
楼房。”家住合肥市王卫社区的贾奶奶说，茅草棚和草房最怕下雨天，
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瓦房和平房虽然不漏雨，可没有独立卫生
间和热水器，生活十分不便。”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盼着，有朝一日能
住进宽敞的楼房，“对于如今的幸福生活，我感到无比满足和感恩。”

四五年前，贾奶奶搬进了这套约80㎡大小的回迁房，房子宽敞
明亮，被她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她说，除了自己，儿子一家三口也
搬进了一套 100㎡的回迁房，“这几年，我深切地感受到，咱们老百
姓的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说起自己的晚年生活，贾奶奶开心地
说，比蜜还甜，“早锻炼、晚散步，上午看电视，下午和老伙伴们打打
牌，跳跳钱杆舞，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贾奶奶说，还有一件事，自己“万万没想到”，“我是一个种了一辈子
地的农民，年轻时，我总担心，有朝一日种不动地了，就没了收入，可我
万万没想到，如今老了，不种地了，我也能拿到‘工资’。”说着，她仔细地
盘算起“收入”来，“每个月，我能拿到510元的失地农民补贴、360元的
社区补助，以及社区发放给辖区60周岁以上老人的110元养老金。”她
说，这些钱足够自己日常生活开支了。

“以前，我最担心老了没钱看病，如今，我也不
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贾奶奶说，自己在社区办了
医保，看病吃药都有了保障，“而且现在看病也越
来越方便了，感冒等小毛病不出社区，在社区医院
就能治好，省去了来回奔波和排队挂号之苦。”

▋陈红 记者 马冰璐

从不信任到被当成“家人”，合肥市美虹社
区彩虹微助服务组社工徐赤说，这五年，自己身
边最喜人的变化便是，越来越多的热心人加入
社工队伍，并成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家
人”，“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
毕业后放弃了高薪工作，当起了全职社工。”

在当全职社工之前，徐赤干过许多工作，4
年前，他毅然辞去工作，加入社工队伍。“当时，大
部分人对于社工缺乏了解。”他说，甚至连帮扶对
象也不知道什么是社工，“我记得，我第一次上门
看望一位孤寡老人时，他差点把我当成‘骗子’。”

如今，随着人们对社工认知度的不断提高，
这样的“笑话”已很少上演，“现在，我和同事们
上门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帮助，他们一
听说我们是社工，便热情地邀请我们进门，不
会再把我们当成‘骗子’并拒之门外了。”

“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把我们当成‘家人’，
我负责照顾的一位孤寡老人张奶奶逢人便说我
是她的‘孙子’。”徐赤说，作为社工，自己每周
都会和志愿者一起上门为她做一顿饭、打扫打
扫卫生，至今已有三个年头，对于张奶奶的喜
好，徐赤了然于胸。 ▋徐萍 记者 马冰璐

和孤寡老人成“家人”

提起这五年来的幸福晚年生活，85岁的合
肥老太卢宁姝既开心又满足，“我相信，未来的
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卢奶奶一个人住在望湖城月桂苑小区，虽
然独居，但她直言不孤单，“有智能手机和无线网
后，我每天都能‘见’女儿，和她唠家常，一点也不
寂寞。”卢奶奶说，随着网络普及，年过八旬的她
也成了“触网一族”。小女儿住在南京，以前想她
的时候，卢奶奶只能翻翻相册，打电话听听她的
声音，“自从 4 年前，外孙送了一部智能手机给
我，帮我安装了无线网，如今想见女儿，就用微信
和她视频，方便又快捷。”更让她开心的是，自从
小女儿买了私家车后，更是隔三差五便抽空开

车来合肥看望她，“以前，她赶火车既辛苦又麻
烦，如今，方便多了。”卢奶奶说，最近这5年，深
切地感受到自己与女儿的距离变“近”了。

除了和女儿的距离拉“近”了之外，卢奶奶觉
得，自己的晚年生活越来越惬意，“我现在吃有食
堂，学有课堂，生病了，还有家庭医生为我诊疗
……”作为社区食堂的第一批食客，从 2015 年
起，卢奶奶便不再开火做饭，“以前每天一起床，
我就要为烹制一日三餐发愁，如今，社区食堂每
天都有花样繁多的菜品和主食供我选择。”5年
来，卢奶奶的学习热情也越来越高，在设在家门
口的社区才艺课堂里，她先后学会了唱歌、跳舞、
黄梅戏、葫芦丝等。 ▋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花样晚年真美好

今年30岁的蒙超是一个7岁宝宝的妈妈，
从两年前开始，她朋友圈的话题从婆媳问题和
家长里短迅速转战到了“二宝”。

生大宝的时候，蒙超为了优生优育，自己掏
钱做了全面孕前检查，花了好几百元，生二宝
时就轻松了许多。怀孕三个月时，蒙超领取了
免费的孕产妇服务券，社区计生工作人员还将
准生证送上家门，月子里医生两次上门为宝宝
体检。

“以前怀孕都感觉是特别辛苦的过程，但怀
二宝时我每天乐呵呵的，很多事情都不操心。”

蒙超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国家对于孕产妇和儿
童的一系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自己每天当个
快乐的准妈妈就行了，“也许是孕期心情好，二
宝现在特别喜欢笑，是个开朗乐观的宝宝。”

就在今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公公突然身体
不适，蒙超将电话打给了朱岗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医生，他二话没说就赶来家里，做完检查又指
导用药，“他说我们买的药不能随便吃，幸亏有个
专业医生。”原来，2012年，合肥市推行签约式家
庭医生服务，蒙超为一家人签约了家庭医生。

▋毛菡菁 记者 沈娟娟

二孩家庭欢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