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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汪丽 屈澄皓 记者 马冰璐）在合肥市绩

溪路社区，七彩夕阳健身队可谓家喻户晓，健身队的

队员们更是各怀“绝技”，柔力球、健身球、太极拳、广

场舞……热心的企退人员王燕青是健身队的队长，更

是队员们的“主心骨”。

64岁的王燕青自从退休后，便开始带着同小区的

左邻右舍健身，很快，一传十、十传百，附近小区的居

民也慕名跟着她一起锻炼，“我觉得，人老了身体健康

是最重要的，想要好身体就得多运动。”2012 年，社区

筹建健身队，热心的王燕青当即带着队员们加入了，

并在大伙的“推选”下成为队长。

柔力球、健身球、太极拳、广场舞……健身队的大

爷大妈们可谓各怀“绝技”，“别看我们都是五六十岁

的大爷大妈，可身体结实着呢。”王燕青说，这便是常

年锻炼的“成果”。令人钦佩的是，白天这群大爷大妈

忙于做家务、照顾孙子，替子女分担责任和负担，到了

晚上，他们又“变身”健身达人，练拳跳舞。

每天晚上7点，队员们准时“会合”，并一起锻炼两

个小时，“除了雨雪天，几乎每晚都在锻炼。”王燕青

说，队员们各有所长，有的队员甚至身怀好几项“技

能”，“我们坚持锻炼一是为身体健康，二是为‘练’出

精气神。”

七彩夕阳健身队 大爷大妈怀“绝技”

星报讯（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自 9 岁起开始接

受专业舞蹈训练，家住合肥市沁心湖社区的吴玲智阿

姨情迷舞蹈 50 载，热心的她还牵头组建了一支舞蹈

队，成为50多名队员的“大家长”，并率领大家多次在

市级比赛中斩获佳绩。

说起自己和舞蹈的缘分，59岁的吴阿姨说，这得追

溯至50年前，“9岁那年，我开始接受专业舞蹈训练，第

一次走进排练场，我感觉像走进了新世界。”从此，她开

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舞蹈知识，并全心全意排练。

工作后，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吴阿姨仍没有放弃

对舞蹈的热爱，并成为单位的文艺骨干，只要有文艺

演出、比赛，就少不了她的身影。退休后，她还特地前

往老年大学等地学习提高舞技。闲暇时间，她还带领

老邻居们组建了一支舞蹈队，一起排练、演出。

2010 年，社区文艺团要组建舞蹈队，热心的吴阿

姨便带着队员们一起加入了这支舞蹈队，并邀请专业

舞蹈老师上课、编舞，“大伙的舞技显著提高，有了质

的飞跃。”作为队长的她不仅负责带领大伙排练、演

出，还承担着保管音响、联系场地等诸多杂事，被大伙

亲切地称呼为“大家长”。

如今，舞蹈队拥有 50 多位队员，平均年龄 55 岁，

多次在市、区级比赛中斩获佳绩，“虽然很辛苦，但看

到大伙站在舞台上自信幸福的模样，我便觉得所有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吴阿姨说，这些年来，自己付出了

许多精力和时间，可队员们同样也付出许多，“为了排

练、演出，他们起早贪黑，不辞辛劳，有的队员住在三

里街、三孝口、火车站等地，却不惧路途遥远，坚持参

加每周四次的排练。”

情迷舞蹈半世纪 她是50多人的“大家长”

星报讯（倪惠惠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在合肥市

三里庵街道龙河路社区，56 岁的汤泽民是合唱团的

“带头人”，跟其他的合唱团不同，以前做过总经理的

他把企业运营管理的思路带到了合唱团，“双向选择，

不像别的合唱团一样来者不拒。”

杨泽民之前是一家IT公司的总经理，一直很爱好

唱两嗓子，心情好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任何

一个地方都成为他的“练歌房”。“后来，不开公司了，

身边有一帮爱唱歌的人，大家在一起优势互补，挺好

的。”慢慢地，身边的人都喜欢跟在汤泽民旁边玩，他

也在社区领导的支持下，当起了合唱团的团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虽然汤泽民才上任几个月，但合

唱团就已有了自己的特色。“我们不拘一格降人才，如

果有人报名，首先得唱，音色、音调、音准等都得经过团

员的认可，如果不行，我们会婉拒，希望他回去练好了

再来。”汤泽民把企业运营管理的思路带到合唱团，对

每个团员精挑细选，“虽然团员们的能力不可能是一个

水准的，但起码有一个门槛，不是任何人想唱就唱。”

在大家伙的眼中，汤泽民是个“认真”的人，比如

每周的排练如果有人不到场，一定得在微信群里“告

知”大家，养成习惯，“如果连最基本的都不遵守，那怎

么能登得上大舞台？”如今，汤泽民的团队优势互补，

经常出去参与一些演出，团队里人才济济，有人负责

识谱，有人负责下载音乐，有人负责后勤，有人负责管

理，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如果可能的话，

希望能再增加乐队，让演出起来更有气氛。”

“新团长”像开公司一样带合唱团

儿子一篇日记唤起她的“乐观”
王宏焕住在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社区，1990 年，她

和丈夫生了个大胖小子，但在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她觉得

有点不对劲，“孩子坐不住，头也摇摇晃晃支撑不住。”

经过医生的检查，孩子患了先天性脑瘫，影响了运动

神经，只能一辈子瘫痪在床。王宏焕夫妇如遭晴天霹雳，

带着孩子辗转北京、上海寻医问药，仍然不见好转，后来王

宏焕又生了一个健康的儿子。

王宏焕嫁过来的时候，公婆就已经去世，2005年，丈夫

患了喉癌，不久就撒手人寰。从那时起，王宏焕一个人带着

脑瘫的大儿子和年幼的小儿子，靠打零工维持家里的生活，

每天都觉得疲惫不堪、了无希望。

王宏焕的小儿子上小学时，有一篇日记获得了老师的

表扬，不识字的她找来邻居念给她听：“爸爸，求求你回来

吧！妈妈生病了在床上躺着，哥哥也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

弹，我坐在旁边不知道怎么办，你回来看看我们再走吧！”

听了小儿子的日记，王宏焕一下子泪如泉涌，“我最大

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两个儿子，如果我不乐观坚强，会让孩

子很受伤的。”

20多平方米蜗居的“一家三口”
从那以后，王宏焕每天都像打了强心针一样，即使自

己再不舒服，也在两个儿子面前隐藏起来。

每天早上5点，王宏焕起床料理好大儿子，就去帮别人

卖早点，等回来后再做饭，一勺一勺地喂儿子吃饭。等到

中午，她又赶到快餐店去帮忙，回来还要继续做家务。

“像我家的特殊情况，哪能找到正常的班上，只能打零

工。”在王宏焕20多平方米的家中，红砖土墙，不大的面积里

摆放着两张床，一张是脑瘫的大儿子睡的，一张是她睡的，

“小儿子去山东上大学了，他回来我们就挤在一张床上。”

由于大儿子大小便失禁，每天晚上王宏焕要起来几次

为他换尿不湿，还要抱着儿子去小便，只要儿子有一点动

静，她总是一骨碌爬起来看看。有时看儿子溃烂的地方压

着疼得直叫唤，她只有跪在床上，把儿子下半身拎起来，让

伤口处悬空，来减轻一点他的痛苦。

“照顾他这么多年没睡个好觉，走在路上经常犯困，老是

和人撞到。”为了儿子身边时刻有人，王宏焕从不敢出远门，有

十五年没逛过市区，买东西都是在附近，且养成了不锁门的习

惯，以防孩子有什么需要周围邻居可以过来帮个忙。

尽管大儿子是脑瘫，但聪明的他通过看电视、自学教

科书，竟然能认识字，甚至也能看懂简单英语单词，“现在

吃药之前还要给他看看说明书，哪些药能吃，哪些不能吃，

他都晓得。”

因为情况特殊，王宏焕所在的望江西路社区经常上门

慰问，前段时间，合肥市公路局超限治理站的工作人员也

送上了一些慰问品，而她的小儿子还有一年半也要大学毕

业，“他在合肥找个工作，我们也申请到了廉租房，日子在

一天一天变好。”

“爸爸，求求你回来吧！妈妈生病了在床上躺着，哥哥

也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我坐在旁边不知道怎么办，你

回来看看我们再走吧！”这是王宏焕的小儿子写给去世爸

爸的一篇日记，当别人把这篇日记念给她听时，读的人哭

了，王宏焕也哭了。今年51岁的王宏焕丈夫去世得早，20

多年来，她一个人照顾脑瘫的大儿子和年幼的小儿子，从

来没有放弃过。 □ 陈晓红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星报讯（王媛 记者 沈娟娟 文/图）在合肥市望湖社

区，1965 年出生的田清松是邻居人人称道的“热心肠”，

他有一个亲切的外号“田大叔”。2015年，田清松在望湖

社区引导支持下，带头建立了南站常态化志愿服务队，

2018 年正式组建望湖社区护学队、便民服务队并任队

长。多年来一直热衷公益事业，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献

全血十多次 4000 多毫升、小血板 30 余次，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社会责任。

近年来，随着合肥市机动车辆不断增加，上下班高

峰期学校门口车流、人流十分拥堵，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为了为保障学生们的交通安全，营造安全畅通的校

园周边道路环境，社区成立了朝阳护学队，田清松担任

了队长，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田大叔”。

护学队成立之初，志愿者很少，经常只有田清松一

人在，即便只有他一人，田清松也没有放弃，他平时工作

繁忙经常出差，于是他放弃仅有的休息时间，默默地进

行护学。放学高峰期过了以后，田清松还会巡查路面，

拾起学生随手乱扔的垃圾，把门口乱放的共享单车摆放

整齐，这些虽然是小事，但是田清松坚持了下来。如今，

护学队伍已有四十多名志愿者。

除了担任朝阳护学队的队长之外，田清松还是红日

便民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刚开始，由于田清松会一些小

家电维修，于是在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时，经常来为居民

进行免费维修服务，他用亲切的态度和娴熟的手艺得到

了居民们的交口称赞。

“后来，我发现社区里住着很多老人，除了维修以

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需求。”田清松就把团队里有特

长的志愿者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红日便民志愿服务队，

专门为居民提供理发、磨刀、家电维修等各类便民服务。

“我之前也不会磨刀不会理发，但是考虑到居民有

需求，就利用业余时间向其他志愿者学习。看到居民满

意的笑容，是我最开心的事了。”田清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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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日记唤起母亲的“乐观”和“坚强”

“一家三口”蜗居的“幸福生活”

热心公益的“田大叔”
志愿服务样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