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岁跳舞灵感突袭、主动请缨8大城市舞蹈决赛

合肥有位有趣的“跳舞爷爷”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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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市安高城市天地的小区广场上，每天都能
看到一位老人，身上背着一个小音响，手舞足蹈地跳
舞，所到之处总能掀起不小的轰动，喝彩、拍照，俨然
是个大明星。原来，他是附近特别出名的“跳舞爷爷”
索欣生，连走路时都想着跳舞，只要一听到音乐，他的
身体就被唤醒了。 ▋范万云刘亚萍记者沈娟娟文/图

跳舞灵感70岁时才来
索欣生今年75岁，之前在新疆生活了55年，是一

名高级统计师，军事迷、舞蹈迷、科技迷，他说自己是
个“三迷老人”。

“当时在新疆，一听到欢快的音乐我就特别兴奋，
我觉得能跳舞简直太美了！”索欣生从小没有接触过
舞蹈，也没有学过，只能在旁边欣赏。

在他 55 岁时的一天，突然听到一首新疆音乐，身
体不由自主地舞动起来，看上去很像是维族舞，“就好
像身体的某种能量被唤醒了一样，不过因为种种原
因，后来并没有坚持下去。”

退休后，索欣生跟着孩子来了合肥市合作化南路
社区生活，一直平淡无奇，可就在他70岁时，他正式开
始了他的跳舞生涯，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朋友放了一
首梁祝，我的灵感就来了，后来专门买了MP3回来，我
在脑海里开始幻想如何让自己的舞蹈跳得更好。”

主动请缨8大城市舞蹈决赛
“心想到哪里，我的身体就舞动到哪里，凭感觉起

舞，不会刻意去编排一些动作。”没有专业老师教，没
有任何舞蹈功底，索欣生的舞蹈完全是“临场发挥”。

即使是这样，他的舞蹈还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喜
欢。有一年 8 大城市舞蹈决赛在合肥举行，索欣生没
有参与预赛，可又想到现场表现自己，于是他主动请
缨到决赛上舞上一段，工作人员看他年龄大，就同意
了他的表演要求。

“我每出一个动作，台下就鼓掌，我能看出那不是
喝倒彩。”索欣生记得，他表演的时候，掌声没有断过，
一曲结束，大家还嚷嚷着让他再跳上一段舞。

记者在现场看到，索欣生的舞蹈看上去很随意，
一伸手一抬手，再配上灵活的眼神和到位的表情，简
直就是一个舞蹈着的“表情包”，总能引起许多人的围
观，“刚开始，大家都不理解一个男人这样跳舞，但现
在大家都喜欢看我跳舞，如果有一天我出门不带音响
了，大家都不认识我了。”

大妈结缘腰鼓23年
带出徒弟近三百名

星报讯（徐萍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合肥市美虹社区的张蓉芳阿姨结缘腰鼓已
有23个年头，令人称道的是，多年来，她先
后带出徒弟近三百人。最近几年，勤奋好
学的她还不断创新、改良，“自创”了一些腰
鼓套路和动作。

张大妈今年 74 岁，虽已年过七旬，但
她仍精神矍铄，1992 年，喜爱运动的她牵
头在社区成立了一支晨练队，不久后便有
50 余位居民慕名加入，“我带着大伙打太
极拳、舞太极扇。”1994 年，为了让队员们
学会腰鼓，她又慕名拜师学艺，“当时杏花
公园有一支晨练队腰鼓打得特别好。”

“晨练队的老师见我们学习态度积极
诚恳，便给我们上了三次课，并送了一套套
路图给我们。”张大妈一边认真学习，一边
细心钻研，很快在她的带领下，队员们都掌
握了打腰鼓的要领。经过不断练习和精
进，不久后腰鼓队便小有名气，附近6支晨
练队陆续慕名前来向张大妈学艺，热心的
她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据了解，23 年来
她先后带出近300名徒弟。

最近几年，勤奋好学的张大妈还不断
创新、改良，“自创”了一些腰鼓套路和动
作，“既有在电视上学的，又有上网跟着教
学视频学的。”她说，如今腰鼓的套路越来
越花样繁多，自己必须与时俱进。

在她的带领下，如今队员们不仅打得
一手好腰鼓，还擅长跳腰鼓舞，“我们最擅
长的腰鼓舞便是《开门红》，腰鼓打得壮观，
舞蹈跳得喜庆。”她说，最近自己计划再组
建一支“年轻化”的腰鼓队，“我想在社区里
找一群平均年龄50岁左右的女性居民，把
打腰鼓和腰鼓舞的技艺传授给她们。”

老人有座“秘密花园”
一年四季花团锦簇

星报讯（杨艳红 丁萍 刘亚萍 记者 沈
娟娟） 在合肥市稻香村街道朝阳社区，今
年74岁的罗永南是一位名人，因为他的院
子是邻居眼中的“秘密花园”，无论什么季
节，他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永远都枝繁叶茂、
花团锦簇。

“君子兰不能晒，白兰不能冻，一个星期
就要施一次肥。”退休后，罗永南就把养花当
成了自己的兴趣爱好，闲下来就会捧着书研
究花草知识，在他的院子里，“年龄”最大的
是白兰和君子兰，距今已经十几个年头。

罗永南住在一楼，有一个20多平方米
的院子，摆满了各种花草，白兰、三角梅、栀
子花、映山红、茶花、腊梅，院子的一角种了
一个何首乌，没想到它的叶子越长越多，渐
渐爬满了整面墙壁，就像是一面绿色的装
饰画，“数不清有多少盆，太多了。”

“家里很多亲戚住在楼房，没有足够的
空间，他们都知道我爱花，就搬到我家里来
了。”知道罗永南会养花，很多人都将自己
的花送来这儿拜托他养，而他有时也将一
些花剪下来移栽。

罗永南告诉记者，有一盆很小的兰
花，经过他的细心护理，兰花不断长大，如
今已经分成了五大盆，“对待它们就像是
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它们长得好我就特
别高兴。”

如今，罗永南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些
“养花经”，比如叶子多的花草越需要水，施
肥不能过多等等。每年夏天，罗永南都会
给怕晒的花草打扫，而到冬天，他则会把它
们全都请进房间里，不让他们承受严寒。

“孩子们每周都要来这里吃饭，他们也
很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罗永南说，碰上有
人喜欢的，他也会偶尔送出去一点，“希望
我们的环境能多点花点缀。”

星报讯（朱春霞 记者 沈娟娟） 三十多年前，身材
瘦小的他因为拿起了相机，成了他谋生的手段；三十多
年后，他将这份工作成功变成了自己的爱好，每到一个
地方，他都用相机、手机记录下每一个精彩的瞬间。“世
间的美有很多种，有些美转瞬即逝，只有摄影能将这些
美永久留住。”今年56岁的史传庆是个地道的摄影“发
烧友”，而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将自己的几万张照
片出一本摄影集，送给亲朋好友欣赏。

史传庆与摄影的缘分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
起，他所在的合肥经开区莲花社区丹霞居委会还是一
片农田，大多数人都在务农。

“城里一个亲戚是专门下乡帮人拍照的，看起来
特别高大上，每天都能收入几块钱。”因为史传庆身材
瘦小，每天干农活才能挣几毛钱，所以亲戚建议他也
学摄影，“当时也是为了糊口。”

后来，史传庆跟着亲戚学了几天摄影就重新回了
农村，自己一个人钻研起了摄影，常常在暗房里一关
就是一整天，“温度掌握不住，拍好的照片裤子上还是

有洞的，只好一张张补拍，直到几个月之后，才总算是
掌握了所有的技巧。”

史传庆告诉记者，自己刚学摄影的时候没钱买相
机，还是赊了一个135元的相机，这足足是自己一年的
收入。慢慢地，史传庆背着自己的相机下乡帮人拍
照，后来又在家门口开了一个照相馆，专门帮人拍照
片、摄像。

“摄影的魅力在于发现美，记录下美的瞬间。”去年，
因为家附近拆迁，史传庆关了自己的照相馆，而摄影已
经变成了他的业余爱好，闲暇时总会跟一帮好友去采
风，用相机和手机记录下精彩的一刻，“去过新疆、西藏、
香港、澳门、台湾，甚至泰国等。”

记者看到，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美丽，他拍到美
景就会在朋友圈分享，很多人点赞，“我会一直拍，直
到我拍不动为止。”

现在，史传庆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自己拍摄的几万
张整理成册，出一本自己的书，“想送给亲朋好友，留
作永久的纪念。”

“老顽童”作伴相机三十多载
最大愿望是出一本自己的摄影集

星报讯（李进 记者 马冰璐） 91岁的老母亲卧病
在床多年，正当青春年华的独子突然被查出患有重病
……家住合肥市光明社区的王家庭感觉天要塌了，擦
干眼泪后，他决定用坚强扛起家庭的重担。如今，他
一边打工，一边悉心照料着母亲和儿子。

王大叔今年49岁，从10多年前起，他的母亲便因
为髋关节粉碎性骨折卧病在床，多年来，一直由王大
叔照顾她。9年前，老人又被查出患有食道癌，历经多
次化疗、放疗治疗，如今虽病情稳定，但生活起居全靠
王大叔照料。

可噩运并未就此结束，今年上半年，王大叔的独
子突然被查出患有红斑狼疮，“医生让他在家调养三
年时间。”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王大叔和爱人悲痛不
已，“他才24岁，正是青春年华。”儿子的病情不仅意味
着家里多了一位病人，还意味着家里少了一份收入，

多了一份医疗费支出。
为了养家糊口，王大叔的爱人每天早出晚归在外

打工，王大叔除了打工外，还要扛起照料母亲和儿子
的重担。王大叔是一名保安，平日里工作实行轮班
制，“一段时间上白班，一段时间上夜班。”上夜班时，
他晚上上班，白天在家照顾母亲和儿子，“照顾好他
们，再把家务干完，我就抓紧时间眯一会儿。”

上白班时，王大叔每天中午还要抽空回家一趟，
为母亲和儿子做午饭，“虽然辛苦，但看到母亲和儿子
被我照顾得白白胖胖，面色红润，我就觉得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他说，虽然如今自己肩上的担子很
重，但自己一定会坚强面对，“我是一家人的支柱，我
不能倒下。”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母亲享受低保，而且
有高龄补贴，社区也正在为他的儿子申报大病救助，

“我相信，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91岁母亲卧床多年，独子被查出重病

大叔边打工边扛起照料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