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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奶奶”有大爱 甘当角膜捐献志愿者
星报讯（任苗苗 阚洋洋 记者 祁琳） 黄士静奶奶

今年 74 岁，是合肥万小店社区八一齿轮厂的一名退休

职工，在邻居看来，她是双岗“最美奶奶”。黄奶奶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身体健康，我要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不仅自己坚持着，还将其

奉为家训，引导孩子们也从事公益。

在八一小区里，说起黄奶奶的名字，大家都会竖起

大拇指，在社区的每个角落里都活跃着她的身影，如有

活动，她一定是第一个到的，擦桌子、烧开水、整理场地

忙个不停；结束后，她一定是最后一个走的，打扫卫生、

收拾桌椅、关好门窗。谁有困难，她都会热心主动帮忙。

但让大家最为敬佩的是黄奶奶还是一位遗体（角

膜）捐献志愿者，当初她与家人商量申请遗体捐献，得

到了理解和支持并感染了家人，大家都表示以后要向

老人学习。

大儿子回忆，其实母亲这个想法，早在五年前就有

了，那是在为父亲办理身后事时，母亲便有了自己的打

算。两年多前母亲突然来电，说要捐献的事情，子女们

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因为母亲一直很有主见，且这是有

意义的事情，第二天便陪着母亲在捐献书上签了字。

黄奶奶希望自己的行为，得到社会的认同和鼓励，

她经常对其他老人进行捐献宣传，但很多人会排斥，可

黄奶奶依旧坚持着，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

个无限大爱的事业中来。

星报讯（张艳君孙雨静记者马冰璐）“巧解”百岁

老人赡养纠纷、和同事一起创新摸索出“颜色管理法”，

方便管理和服务居民……合肥市安居苑社区的许华大

姐不仅是社区网格员，还是居民们的“解语花”。多年

来，居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事没事找许华。”

48岁的许华有着20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并担任了12

年社区网格员，多年工作下来，不仅她对居民们的情况了

然于胸，居民们也对她十分熟悉信任，大伙亲切地称呼她

为“小许”“华姐”“华子”……不论谁家遇到难事、有纠纷，

都喜欢找她帮忙，热心的许华也总是乐于伸出援手。

最近，百岁老人王奶奶遭遇了赡养纠纷，多年来，

王奶奶先后和两个儿子生活，但两个儿子如今各有各

的难处，无法照料她，便想把她送去养老院生活，可3个

女儿对此颇有意见，她们认为，老人必须得在儿子家生

活，“为此老人的 5 个子女吵得不可开交，左邻右舍谁

劝都不听，最后他们一致要求找我评评理。”

许华调解了3个小时，最终令兄弟姐妹5人化干戈为

玉帛，“五人签订了赡养协议，约定老人住养老院，每个子

女每月支付1000元赡养费，平日里轮流去看望她。”

除了擅长“巧解”纠纷，乐于助人外，许华还和同事

们从多年的网格工作经验中，创新摸索出了一套“颜色

管理法”，对居民家庭进行分类，用“五种颜色”代表不同

类型的居民家庭。绿色代表“一般家庭”，黄色代表“残

疾、独居、空巢、大病等困难家庭”，红色代表“有暴力倾

向的重度精神残疾患者、社区矫正人员等重点家庭，蓝

色代表“流动人口家庭”、紫色代表“门面房经营户”，从

而方便管理、服务居民，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星报讯（刘亚萍 范万云 孙凯箭 记者 沈娟娟）“我

是一名老党员，就要到群众中去，上传下达，解决群众的

困难。”王正芳今年80岁，家住合肥市合作化南路社区，

她和其他4名老党员“组团”加入了“周末议事厅”，和居

民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为居民的身边事出谋划策，

像这样的小区“周末议事厅”合肥市新增了4个。

王正芳住在轴承新村，小区里住着 600 多名老工

人，但只有一个 100 平方米左右的活动室，没有空调，

门窗都已老旧损坏，场地较为拥挤，这让她和邻居们很

犯难。今年 3 月，听说社区将要组建小区“周末议事

厅”，王正芳第一个报名参加了，“把群众的意见带到社

区，把社区的政策传递到群众中，也是我发挥余热的一

种方式。”

和王正芳一样，轴承新村小区里还有4名老党员也

自荐加入了“周末议事厅”。4月14日，合作化南路社区

相关负责人到小区收集社情民意，5名老党员便将活动

室的问题反映了上去。4月19日，活动室的改造就启动

了，新安装2台空调，更换破旧的门窗，墙面重新粉刷。

“听说五一前要重新对我们开放，没想到这么快就

解决了我们心中的难题。”王正芳笑得合不拢嘴，“共同商

议身边的事，为居民群众解忧排难，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除此之外，合作化南路社区粮站宿舍天然气管道

规划设计过程中，发现 7 户居民对阳台进行了改建，导

致小区34户居民无法开通天然气。针对业主的不同诉

求，该社区党委召集小区相关人员参与议事，协商阳台

违规建筑拆除方案，达成自拆共识，最终在4月23日完

成违建拆除。

记者了解到，“周末议事厅”成员由党小组长、楼栋

长、居民代表、业委会代表、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工作

人员组成，着力解决公共事务、公共服务、政策咨询、矛

盾纠纷等四大类问题，一周一次，面对面征求意见，听

取居民对小区事务和社区工作的意见建议。

目前，合作化南路社区在安高城市广场、轴承厂

北区、合安花园等小区设置了 4 个类似的“周末议事

厅”，形成“大家事、大家议、大家管、大家做”的小区自

治模式。

老党员“组团”出谋划策解决居民身边事

星报讯（崔晓林 记者 沈娟娟）“扫黑除恶，人人

有责，如果你发现黑恶势力，一定要赶紧把线索上报给

相关部门。”在合肥市天山公园宪法墙下，今年 68 岁的

赵光明正在向居民们进行扫黑除恶的专项宣讲，退休

后，他把企业的“好口才”带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身边，和

其他一些人组成了百姓宣讲团，讲述党的好政策和身

边的新变化，收获了无数粉丝。

赵光明之前在企业工作，也与宣讲有关，“口才好”

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我这个人就是爱说，喜欢跟人

聊天，大事小事我都愿意跟人交流。”

退休后，赵光明居住在滨湖世纪社区，儿女不在身

边，闲暇时总是找人聊天，参加一些志愿服务，聊着聊

着，大家都发现了他的“好口才”。

“领导找到我，希望我能通过唠家常的方式把大事

小事说给老百姓们听。”2017 年底，赵光明加入了包河

区滨湖世纪社区“圆梦”百姓宣讲团，里面都是由居民

中的党员和热心人士组成，同时邀请党校、高校教师和

党政领导干部参加，向居民们讲述党的好政策和身边

的新变化。

赵光明说，聊天和说政策还不太一样，自己先得吃

透这些政策，再把高大上的语言转化成接地气的话说出

去，这样居民们才爱听，也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如

果都是念政策，那肯定枯燥乏味，没几个人愿意听。”

黑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一个巨大毒瘤，不仅给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且也影响到

了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今年，各地掀起扫黑除恶的专

项斗争，赵光明也将宣讲的重点放在了“扫黑除恶”上，

经常拿着一个小本子研究政策、宣讲精神，“希望大家

联合起来，将黑恶势力赶出我们的生活，我希望通过我

的宣讲，让更多的人明白扫黑除恶的重要性。”

他用“接地气的话”将政策讲到百姓心坎上

她用爱兑现婚姻的承诺
不离不弃照顾重病丈夫

星报讯（王媛 记者 沈娟娟） 今年54岁的章春家

住合肥市望湖社区，自 2008 年以来，她悉心照顾身患

疾病的丈夫，不怕苦不怕累，十年如一日，她用内心的

坚守兑现婚姻的承诺，用无微不至的照顾诠释着“妻

子”的内涵，撑起了丈夫及家人的一片天。

章春与丈夫结婚后，一直过着平凡而又幸福的生

活，然而在 2008 年，章春的丈夫突发冠心病、慢性肾

炎、多肌炎，住进了医院的 ICU，看着一次又一次被下

达病危通知书，章春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丈夫被抢

救过来之后，失去了行动能力，必须卧床休息，需要 24

小时守在身边照顾。

“有他在，家就在。”面对这样的情形，章春勇敢地

扛起了重担，从此她开始了对丈夫十多年的护理，一个

人默默扛起了这个家。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之后，章春把丈夫接回了家，开

始在家里悉心照顾。每天她变着花样地为丈夫做出可

口的饭菜，给丈夫加强营养。为了不让常年卧病在床

的丈夫肌肉萎缩，章春坚持每天为他进行按摩，定期给

他洗澡换衣服。在天气好的时候，章春经常推着丈夫

到小区里晒太阳，扶着他做运动。

“我觉得他天天不跟别人接触，肯定很无聊。”所

以，章春有时间就陪丈夫聊天谈心，无微不至地照顾。

多年来，夫妻俩形成了动作和眼神的暗号，丈夫一个眼

神、一个动作，章春就能明白他的需求。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章春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辛劳。近两年，丈夫又出现了新的后遗症，会出现间

歇性的大脑空白，失去意识。2019年1月春节临近，章

春从外面买菜回来，发现丈夫倒在地上，脸上全是血，

她赶紧叫来救护车，把丈夫送到了医院，检查后发现，

丈夫在家的时候头脑突然失去了意识，摔倒在家中，头

上被划开了好大一个口子，缝了好几针。章春很是自

责，从那以后，只要丈夫离开章春的视线，她就为丈夫

戴上一个头盔，防止他突然摔倒受伤，“一日夫妻百日

恩，如果换做是我生病，他也会这样照顾我的。”

星报讯（毛雪松 季云冈 记者 马冰璐） 合肥市民

宇岭梅和姚烨是一对母女档“手工达人”，她们不仅擅

长家传钩针绝活，还精通刺绣、布艺、绳编和衍纸。最

近，热心的母女俩还来到合肥市龙居社区开班授艺。

61 岁的宇阿姨和 34 岁的姚烨是一对痴迷于手工

的母女，“我的钩针手艺源自家传，10来岁时便开始‘研

究’钩针。”宇阿姨说，受自己影响，女儿姚烨从小也十

分喜欢手工。

姚烨说，自己虽然从小开始结缘手工，但直到 30

岁才开始正式钻研，“当时工作压力大，我便做手工减

压，没多久便干脆辞了工作，专心钻研手工。”后来，母

女俩还开了一家手工工作室，研究创新手工制品。

除了钩针、刺绣、绳编、布艺等传统手艺外，从去年

起，母女俩又迷上了“舶来品”——衍纸，“衍纸发源于

十八世纪的英国，是流传于英国王室贵族间的一种手

工艺术。”宇阿姨说，自己在网上看到外国人制作衍纸

作品的视频时，一下子被吸引了，“当即也开始尝试、研

究起来。”

在她的带领下，姚烨也成为衍纸爱好者，母女俩

还发挥奇思妙想，将竹子、梅花等中国元素注入衍纸

作品的创作中。“做手工可以减压，所以不少宝妈向我

请教做手工的技巧和诀窍。”姚烨说，好几位全职妈妈

在自己的指导下学有所成，甚至通过制作手工品贴补

家用。

母女档“手工达人”
钩针、刺绣、绳编、衍纸样样精通

热心大姐乐当居民“解语花”
“巧解”百岁老人赡养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