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徐萍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
家住合肥市美虹社区的李国珍阿姨是

“黄梅戏达人”，她唱的黄梅戏不仅吐字精

准、唱腔地道，还颇具专业范儿。令人称

道的是，李阿姨的黄梅戏全靠自学，两年

前去加拿大看望儿子儿媳时，她在当地举

办的华人社区活动上，凭借一曲《不羡神

仙羡鸳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69岁的李阿姨退休前在单位从事档

案管理工作，性格开朗的她爱好文艺，并

对黄梅戏情有独种，“一直盼望着有一

天，自己能唱出一出地道的黄梅戏。”3年

多前，她开始自学黄梅戏，并经常和戏友

们一起在五里墩桥下练习。

机缘巧合之下，3年前，她结识了擅

长黄梅戏的大学教授翟年祥，“翟教授的

黄梅戏唱得顶呱呱。”从此，李阿姨与翟

教授因戏结缘，两人成为戏友，相互切

磋、学习，“后来我们还成立了美虹社区

黄梅飘香黄梅剧社。”如今，每周李阿姨

等近20位队员都会聚到一起排练4次，

“我们这群当初的‘菜鸟’，如今都能唱出

正宗地道的黄梅调了。”

前年，李阿姨去加拿大看望儿子、儿

媳，在参加当地举办的华人社区活动时，

她还应邀登台表演了黄梅戏选段《不羡神

仙羡鸳鸯》，“台下的华人观众都说，好久

没有听到过如此原汁原味的黄梅戏了。”

下台后，不少华人找到李阿姨，希望

跟她一起学唱黄梅戏，“但遗憾的是，当

时我正准备回国。”今年 5 月底，李阿姨

将再度前往加拿大探亲，“这一次，我会

在那儿呆半年，准备教当地的华人学唱

黄梅戏。”

眼下，共享单车在街头巷尾乱停乱

放现象频发，昨日，合肥市新华社区在

城市管理提升年期间，组织市容队员

对主次干道共享单车进行专项整治。

经整治，辖区内主次干道共享单车停

放有序，市容环境明显改善。

□张保仔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八旬老人保持着创作热情笔耕不缀
刘老虽然已经是一位八旬高龄老人，但作为当代著名抒情诗人、作

家、翻译家，艺术热情持续在体内勃发着，活跃在生机盎然的文坛上。

近三年来，病中的刘老竭尽绵力，重新编译出版了《普希金抒情诗

选》《叶赛宁抒情诗选》《勃洛克抒情诗选》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

今年还将有作家出版社出版《雨的四季》，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人生散步》两本自己晚年的散文集。妻子许德珍告诉记者刘老的近

况，“最近身体还不错，忙着写长诗和散文诗。”

闲暇时间，刘老还经常与在广州的女儿一家进行微信聊天，生活

很是惬意。

与妻子相差32岁，两人定居合肥
刘老与现任妻子许德珍的故事，是一段佳话，2013年，在合肥的一

次文学聚会上，刘老经安徽著名婚恋中心爱之桥主持人余帆介绍，认

识了许德珍，之后两人便一直保持着联系。

许德珍告诉记者，自己很崇拜刘老，是他的铁杆粉丝，2014年，刘

老经历了一些痛苦的事情，几近病危，许德珍知道了这些情况，悉心照

顾起他。本来许德珍还经营着一家服饰公司，但为了照顾刘老，没有

时间打理，便关闭了。

尽管两人年龄差距有32岁，但在那生命无助的时刻，有了许德珍

的照顾和慰藉，刘老挺了过来，慢慢地恢复着。尽管衰弱，仍起居有

序，笔耕不辍，重新焕发出创作的极大热情。

从2016年开始，婚后两人便定居合肥，“因为我是合肥人，也因为他

感觉到合肥这地方适合生活，也热爱着这个城市，我们就定居在此了。”

目前，许德珍照顾着刘老的生活起居，还时常陪伴刘老去外地参

加一些诗文界活动。

星报讯（白静 记者 沈娟娟） 家住

合肥市望湖社区的吴炳南老人今年已经

89岁，然而他却坚持每日读书写字，乐在

其中。他说，写书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

心中的那份执着。

吴炳南一生从文，远离仕途，由于他

出众的口才与表演能力，1949年入伍后，

加入了皖南军区文工团。1957年转业回

安徽，成为安徽省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兼

编剧，撰写了大量的话剧剧本。1978年

调入安徽省文联，专业创作兼地区剧本

审查。1989 年吴老首次出版了艺术评

论、散文随笔合辑《消闲集》，其间有记祖

国的大好河山；有记民间的民俗趣事；有

记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有记对戏

曲影视的艺术探讨等。

“我写书，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心

中那份执着，人生感悟能和别人分享，亲

见、亲闻、所思、所悟能够不受约束地如

实道出，也就达到我‘高谈阔论，说笑自

如’的愿望了，其他不过是过眼云烟而

已。”吴炳南时隔数年又出版了《履痕

集》、《自如集》等。

吴炳南老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

记、阅读书籍，他边看书边做标注、笔记，

常说“看书不思考，等于白看”，他经常读

书、写作至深夜，家人很是心疼，但又很

支持他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于是全力

做好了后勤保障，让老人可以全心全意

地写作。

前几年，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速度，

吴炳南像小学生一样学起了电脑。儿女

工作忙，遇到电脑应用的问题总会想起

他望湖社区的八零后小伙伴，小伙伴们

也总能够及时帮助解决问题。现在，吴

老不但可以电脑打字，还经常上网看新

闻、发送邮件、用QQ和书友们交流，成为

时尚的新“八零后”。

不为名利，只为心中那份执着

89岁老人出书写作，乐在其中

星报讯（柳天毅孙雨静记者沈娟娟）
她是出了名的“老裁缝”，30年的手艺让很多

人慕名而来，一匹匹布在她的手中变成漂亮

的中山装、旗袍、夹克等，然而，桡骨长瘤的她

自从切除肿瘤后，就落下了残疾，即使是这

样，她没有一天放弃过裁缝的梦想，还在安徽

省服装制作比赛中荣获第一名。

今年 46 岁的毛书英居住在合肥市

翠庭园社区，她从17岁就开始学习裁缝，

“就是对裁缝感兴趣，非常非常喜欢，学

了两三年就出师了。”

毛书英学会裁缝的时候，正是中山

装流行的时候，她就一点一滴地钻研琢

磨，她说，中山装最难的是领口和几个口

袋，要经过打板等很多个步骤，一天大约

只能做一件衣服。

后来为了糊口，毛书英在翠庭园农

贸市场租了一间门面，卖过窗帘，做过床

上用品，也帮人缝缝补补，生意很不错，

很多人都慕名去找她做衣服。

2007年，毛书英发现右手桡骨长瘤，治

疗好转一年后又复发了，最后只能进行切除。

“切除后，我的手不能翻转，而且不能

干重活，就连我最喜欢的裁缝，也得干一

会歇一会。”即使是这样，毛书英也没有放

弃过裁缝，农贸市场改造后，她将店搬进

了家里，就帮小区里的居民缝缝补补。

在毛书英看来，裁缝是自己一辈子

的爱好，应该一直坚持下去。辛苦的付

出也迎来了回报，现在在毛书英的家中，

除了布料之外，最多的就是各种获奖证

书，都是关于服装制作的。

“都是让我们现场制作服装，其中，

我做的一件夹克衫还获得了2015年安徽

省服装制作比赛第一名。”毛书英有个想

法，新媒体越来越发达，自己也可以将裁

缝店搬到朋友圈，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

并欣赏自己的作品。

肢体残疾挡不住她的裁缝梦

星报讯（沈玉敏 记者 马冰璐） 带动“一大波”居民捐书，设立社

区科普图书专柜、打造“科技周”“青少年科技节”等一大批科技品牌活

动……在合肥市清溪路社区，范敬业是大伙公认的“科普达人”。

自2000年起，范敬业开始与社区科普结下不解之缘，“我发现，随

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们特别是青少年，开始对神奇的科技知识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科普达人”的他决定，为大伙做些事。

读科普书，学科普知识，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牵头设立社区科普

图书专柜，当时，社区图书室里几乎找不到科普书的身影，除了社区购

买一部分书籍外，他还发动居民捐书、赠书。

如何通俗直白地描绘晦涩难懂的科技知识？范敬业费了一番心

思，他构思、印发的科普宣传册受到了居民们广泛好评；“科技周”、“青

少年科技节”……一个个科技“盛宴”在社区上演，实现了居民们家门

口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普知识的夙愿；在他的牵头和努力下，科技进

校园、进小区、进企业等活动也相继开展。学科普从娃娃抓起，每年暑

假，最受辖区孩子期盼的“科技小创客”活动都会准时开幕，制作简易

地球仪、学习地震仪原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为孩子们打开了科

技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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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诗之王”刘湛秋
携小32岁妻子定居合肥

刘湛秋，安徽芜湖人，是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曾任翻
译、教员，《诗刊》前副主编，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其诗集《无题抒情
诗》获得中国新诗奖，曾被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学生誉为“抒情诗之
王”，文笔优美，出版过各种作品三十余种，被译成英、俄、日等几十种
文字，不少作品收录在中小学教辅中。现在，刘湛秋已经是83岁了，
与妻子定居在合肥，晚年生活幸福安康，却仍然笔耕不缀。

□宋辉 记者 祁琳 文/图

社区科普达人把科技带到家门口

六旬阿姨异国唱响黄梅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