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姓名：张耀
年龄：72岁

身份：宛平城社区新闻发声人

唱红歌、学书法、宣
传卢沟桥文化……在宛
平城社区，72 岁老人张
耀是个名副其实的“红
人”，不仅因为他家“四
世同堂”的美好生活，更
因为他的多重身份——
新闻发声人、社区志愿
者、院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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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沸城社区，像罗存康这样
的在职党员一共有 331名。

罗存 康 带 领“ 邻 居 团 ”参
观 抗 战 馆 ，在 居 民 中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让 韩 燕 备 受 启 发——
这 些 党 员 来 自 各 行 各 业 ，有 做
教育的，有干医疗的、金融的、交
通的……如果他们能够结合各
自专长，一定能更好地服务社区
居民。

这个想法随后得到了进一
步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
神经内科护师付玉娟，也是沸城
社区的在职党员，她提议为邻居
们上一节健康课，讲讲如何察觉

中风。
付玉娟常常护理中风后住

院的老人，不少老人行动困难，
生活不能自理，子女们忙于工作
无法 24 小时陪护，平日只有医生
护士们能陪老人们说说话。身
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困境，让很多
老人默默垂泪，子女们也要面临
沉重的负担，付玉娟看在眼里，
心中总是不忍。

沸城社区常住人口约 9000
人，其中老年人近 2000 名，如果
能识别中风的征兆及时就医，或
许能让不少老人免于半身不遂
甚至因病丧命的悲剧。

去 年 9 月 ，付 玉 娟 在 社 区

会 议 室 里 开 讲 ，吸 引 了 几 十 名
社 区 居 民 ，很 多 人 边 听 边 做 笔
记 ，还 有 一 些 人 在 讲 座 结 束 后
留 下 来 ，追 问 更 细 的 脑 卒 中 护
理知识。

“听完觉得长知识了，以前
在街上看到有口眼歪斜、说话不
利落的老人，不知道为什么，现
在知道这很危险，应该去医院看
看。”今年 60 岁的卢桂玲参加了
那次讲座，回家后，又将听来的
知 识 告 诉 老 伴 ，再 看 到 老 伴 贪
凉，也学会“有理有据”地“批评
教育”。

专业的党员“讲师团”受到
了居民们的追捧，大家常打听下

一堂讲座的主题和时间。
“打算再讲讲高血脂，包括

检查单怎么看、肥肉到底能不能
吃等等。”付玉娟说，自己已经在
琢磨下一次“讲课”的内容；罗存
康则表示，只要安排上了，自己
愿意继续客串讲解员，带着大家
再逛一逛抗战馆。

同 时 ，社 区 将 组 织 更 多 的
在 职 党 员 加 入“ 讲 师 团 ”，例 如
今 年 暑 假 ，社 区 的 家 长 们 就 有
望 听 到 教 师 党 员 们 传 授“ 如 何
与 高 三 子 女 正 确 相 处 ”。 韩 燕
也 表 示 ，今 年 ，社 区 计 划 安 排
更 多 的 讲 座 ，传 递 更 多 专 业 的
知识。

“我有义务把卢沟文化传承下去”
72岁老人张耀志愿服务超过3500小时

“兼职”新闻发声人宣传卢沟桥和宛平城故事
丰台区融媒体中心探索推进“丰台新闻发声人”工作，已在全区选拔了近300名新闻发声人，大家一同发现身边有“温度”的人，

讲述社区有“鲜度”的事。他们热忱善良、目光敏锐，尤其善于发现美传播美；他们将镜头对准社区，竭尽所能地传递着身边正能量。
他们是社区的代言人，更是社区故事的亲历者和讲述者。从本期开始，我们每周聚焦一位新闻发声人，听听他们口中的社区新

鲜事，看看感动他们的暖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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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城社区“城会玩”党员组成“讲师团”
社区党员报到机制探索新花样 在职党员“讲师团”免费为居民传递专业知识

沸城社区的洪振玲，已经很久没有回忆四十
多年前的日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形势紧
张，刺耳的警报演练声会突然拉响，她和同事们扔
了包撒开脚丫子就往外跑，在一个个“萝卜坑”里
蹲下来，以躲避那想象中的炮火……去年 7月，洪
振玲参加社区在职党员自发组织的“讲演会”，第
一次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她，在那里
度过了两个小时的难忘时光。

党员馆长为“邻居团”讲述抗战史
沸城，从名字就透着点儿不一样。不熟悉这

里的人，第一反应是“费城？美国的那个？”——
错了，这里是丰台。

沸城位于北京五环的西南处，紧邻环线，离
卢沟桥文化旅游区不远。相比古香古色的宛平
城，十多年间拔地而起的沸城十分年轻，一栋栋
现代化居民楼是最好的见证。

城年轻，党员们玩起新花样来也得心应手。
去年，沸城社区的在职党员来报到，社区党委书
记韩燕翻着登记册，琢磨起了小心思。

党员报到，就是要发挥带头作用，为社区服
务。扫扫地、捡捡垃圾当然能美化社区环境，但
能不能做点不一样的？韩燕和前来报到的党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罗存康一拍即
合，提议请邻居们去抗战馆“做客”。这也就促成
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我是抗战馆的工作人员，也是党员，就想着
能否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单位的优势，给社区服务
一回。”罗存康介绍。

抗战馆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
要接待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但由于工作繁
忙等因素，很多居民没有参观过家门口这个著名
景点，还有一些人错过了详细介绍，只是走马观
花地瞧个新鲜。

参观抗战馆的消息发出后，一两百名社区居
民很快“组团”完毕。去年七月的一个早上，抗战
馆尚未开门，居民们已经在馆外排起了长队。之
后两个小时，罗存康带着“邻居团”完完整整地将
抗战馆游览了一遍，并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解说。
参观结束后，邻居们意犹未尽，回家路上还津津
乐道地交换彼此的心得感悟。

六旬老人被勾起“打靶”往事
今年 66岁的洪振玲也是参观者之一。
洪振玲是退休党员，去过不少抗战馆，但家

门口这个给她留下的印象最深。时隔近一年，她
还能记起抗战馆里的抗战英雄塑像、陈列的抗日
战争时期的武器、红军们用过的被子背包……

“抗日战争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但听他这么
当面讲一次，感受不一样。”洪振玲说，罗馆长对
每一件展品都特别熟悉，娓娓道来，讲解得很专
业，又生动易懂。

战火纷飞的抗战史，也勾起了洪振玲四十多
年前的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尚不明
朗，不少普通人加入民兵连。她常常在上课、上
班途中被刺耳的警报声打断，和朋友们扔下包就
跑，躲进防空洞里，仿佛头顶真有轰炸机飞过。
说是防空洞，有的只是一人大的“萝卜坑”，钻进
去灰头土脸。

她还参加过枪法培训：扛着一米多长的大步
枪，一排五个人、五个靶子，每人五发子弹，三发
上靶就能得到一张红奖状。第一次打枪，她看着
旁边人被枪的后坐力怼得肩膀通红心中害怕，睁
开眼睛瞄靶、合上眼皮开枪，子弹不翼而飞，上不
上靶全凭运气。

四十多年过去，吃饱穿暖成了平常，这段回忆
也成为一件有趣的过往。如今休闲的生活，让洪
振玲不禁感慨“国家强大了，生活真的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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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长搞讲座 党员“讲师团”受追捧

志愿者张耀
有着卢沟桥情怀的72岁老人

穿过宛平古城墙和沟壑不平的卢沟
桥，再西行百米左右就是张耀的家。

还没见到老人，一阵嘹亮的男高音
便隔墙传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
来比母亲……”书房里，老人穿着喜庆的
红色毛衣，戴着耳机，手拿麦克风，正忙
着做每天的必修课——录制红歌。

“唱红歌这个爱好，跟我的成长经历
多少有点关系。”张耀是土生土长的宛平
人，打小他就听父辈们讲卢沟桥的故事，
所以对于卢沟桥、对于宛平城，他有着不
一样的情感。

退休后，空闲时间多了，张耀总想为
卢沟桥做点什么。2008 年，当得知社区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城、宣传卢沟文化，成
立了“卢沟文物保护队”，他第一时间报
名。“我是听卢沟桥故事长大的，我有义
务把它传承下去。”张耀说，这也是他作
为新闻发声人的初衷——讲述家乡的变
化，传递更多正能量。

截至目前，张耀在社区的志愿服务

时间已经超过了 3500 小时，成为了一名
光荣的四星级志愿者。

在为游人介绍卢沟桥和宛平城历史
时，张耀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城墙
上的那些炮眼都是抗战时期留下来的，
警醒我们不忘历史、奋发图强！”十多年
来，每每说到这里，他依旧激动和深情。

作为“卢沟文物保护队”的一员，张耀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引导大家
保护文物。有一次，一名孩子在家长的带
领下参观卢沟桥，孩子好奇地想去抠狮子
的脚。他灵机一动，讲起了狮子的故事，

“都说卢沟桥的狮子分不清公母，你看它
们脚底下，抚着绣球的是公狮子，抱着小
崽的就是母狮子。”这番话果然转移了孩
子的注意力。等孩子走远了一些，他才提
醒家长注意看好孩子，不能破坏文物。

张耀还把对卢沟桥的感情融入了生
活中，他创作了近 20 幅介绍卢沟桥历史
和文化的作品，其中，“勿忘国耻”是他书
写最多的作品，他还创作过“江山如画”
等作品，反映卢沟桥近年来的变迁和风
景。去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他特
意写了一首《我漫步在卢沟桥畔》的长篇

散文参加社区演讲比赛，介绍新时期以
来宛平古城的变化和社区发展。

院儿长张耀
可以托付房门钥匙的“管家”

张耀所在的宛平城社区一直以平房
院落为主，农居混杂，基础设施较差。为
提升居民生活环境，近年来社区探索并
实施了“院儿长制”，开创了“街长-片儿
长-巷长-院儿长”社会治理责任链，并
引入了准物业的模式进行管理和服务。
如今，社区共有 512 个院子，各院推选出
一名院儿长，管理院里的大事小情。

张耀一家四代同堂，10 口人住在一
起，他就是自家小院儿的院儿长。“我爱
我家，我家我管，我们这一大家子特别的
幸福。”

维护自家小院儿容易，管理其他小
院儿就复杂许多。

张耀的街坊刘卫国也是院儿长，她
所在小院儿共四排平房 30 多户人家。
前年夏天，为了居民的“煤改电”工程，刘
卫国“跑断了腿”，可有几户人家的工作
就是做不下来，有的觉得用电太贵，有的

担心电暖设备有辐射，有的嫌改造太麻
烦不想弄……

张耀得知后，顶着烈日，和刘卫国一
起挨家挨户敲门做工作、讲政策，还随时
带着计算器为大家算账，“加上政府补贴，
和过去烧煤的花费差不多。”看着 70岁的
老爷子为了大家的事忙里忙外，不愿接受

“煤改电”的住户态度也慢慢缓和下来。
做通了工作，接下来就是安装了，改

造工程是流水作业，今天是弄管子的，明
天是安螺丝钉的，每个环节都得换一拨
儿人，都得有人盯着。大家买什么牌子
的电暖设备、放在哪儿合适，这些也得和
户主商量、合计。有些住户是双职工家
庭，安装时家里没人，有的房主把房租出
去了，得看户口本才能办手续。

那个夏天，张耀和刘卫国成了院儿
里的“管家”，一边拿着住户的钥匙跟进
度，一边通知户主回来办手续。

还好，一个夏天的辛苦是值得的，当
年采暖季过去后，院儿里当初不愿意取
暖改造的居民纷纷感谢他们，“得亏当初
听劝安装了新的，费用不高还暖和，这以
后取暖可省事了。”

除了服务社区这个大“家”，
张耀把自己的小家也经营得有模
有样。尤其是今年，几件喜事让
这个小家充满了欢声笑语。“我和
老伴都属猪，今年是我们的本命
年，年初大孙子又给添了个金猪
女宝宝，我也升级成了太爷爷。”

小重孙女的到来，让这个九
口之家增加到十口人，成为人人
称羡的四世同堂。

“几代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有没有什么持家之道？”说起这
个，张耀颇有心得。

张耀退休之前是名老师，对
于晚辈教育，他很严厉也很讲究
方法。“如果发现孩子犯了原则
性 错 误 ，要 马 上 教 育 ，不 能 耽
搁。”张耀说道。

至今，二孙子张宁还清楚记
得四岁时的一件事。“那时，爷爷
带我去自选超市，看见红红绿绿
的果冻，我特别想吃，就偷偷拿了

一个藏在身后。爷爷问我手上拿
着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拿。爷爷
并没有生气，而是很严肃地说，把
东西物归原处，做一个好孩子，爷
爷会给奖励。我带着爷爷把果冻
放到了原处，爷爷也遵守承诺给
我买了好吃的。”

听了二孙子的话，张耀哈哈
大笑，在他看来，言传身教是最好
的教育。因此，即便退休，他也不
忘学习，不仅很快学会了电脑和
微信，还天天练习书法和唱歌。
去年 5月，他的书法作品还得到了
全国邮政总局的认可，被授予领
军人物的称号，面向全国发行。

在他的鼓励下，两个儿媳妇
一边工作一边“充电”，分别考取
了会计执业证书。两个孙子也非
常优秀，大孙子因为工作业绩突
出，2015 年被公司评为先进个人，
二孙子今年将大学毕业，成为一
名交通警察。

记者：四代人住在一起难免
磕磕碰碰，您作为一家之长，有什
么秘诀？

张耀：俗话说：“都在一个锅
里吃饭，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
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婆媳之间要
处好，必须有谦让和宽容之心。

记者：如果家庭成员发生矛
盾，您怎么化解？

张耀：现在的孩子个性都比
较强，尤其是90后的孙辈，有时候
说话不太得体，其他人听了会不
太舒服。作为大家长，要及时抓
住并解决，帮助年轻人化解矛盾
和问题。

记者：您参加社区志愿活动
的时间累计超过了 3500 小时，有

什么心得吗？
张耀：“首都志愿者”活动是一

件非常光荣的社会公益活动，能
参与其中，我深深感到一种神圣
感、责任感、光荣感。每当佩戴上
首都志愿者的袖标，我就会觉得责
任重大，会尽力把志愿服务这件事
做好。

记者：您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有什么建议给同龄的退休老人吗？

张耀：我的宗旨四个字：“寻
乐、康宁”，这也是我的人生态
度。心态很重要，退休后我也和
年轻人一样，培养自己的兴趣爱
好，每天坚持练习书法、写字、唱
歌，我不仅从这些活动中“找乐”，
又有益身心健康。

“我爱我家 我家我管”，我是宛平城社区的
院儿长张耀。

“你有事 我帮忙 你建议 我服务”，让我们
一起把宛平古城建设得更美好，让卢沟文化代
代相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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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为后辈做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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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锅里吃饭，须有谦让宽容之心

戴轩 闵丹/文 吴宁 王嘉宁/摄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宛平城地区办事处联合策划采写）

沸城社区党员在社区图书馆服务居民。

沸城沸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