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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晚报老年大学志愿团队行动啦。
8月1日下午，在老年大学老师的带领

下，志愿者余娟、何达新来到天元区明月湖
小区、84岁的董爷爷家中，教老人学习使用
智能手机。

此前，董爷爷拨打晚报老年大学热线，
提出“智能手机很多功能自己都不会用，想
看个新闻或者电视剧都不知道该如何打
开。”收到董爷爷的建议后，晚报老年大学
迅速回应，考虑到董爷爷年龄较大，再加上
天气炎热等情况，志愿者决定上门。

在董爷爷家，余娟、何达新手把手教老
人学习智能手机，并在纸上记录下操作的
步骤，以方便老人家在忘记操作的情况下，
随时查看。

很快，董爷爷就学会了下载文件、观看
视频等，董爷爷对晚报老年大学志愿者团

队表示了感谢，并希望株洲晚报老年大学
越办越红火。

志愿者余娟、何达新是来自湖南工业
大学大二的学生，他们说：“每一位老年人
都是曾经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也
是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好学习生活环境的
原因，能够帮助老年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自己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样的活动，
我们会一直参与下去，并且号召更多的同
学加入进来。”

7月28日，株洲晚报老年大学发布招募
养老服务志愿者的消息后，得到了来自社会
各界的关注，每天都有爱心志愿者报名参
加。如果您有兴趣参与这项公益事业，请将
个人信息发送短信至13107330467，我们期
待你的加入，为株洲的老人送去更多更贴心
的服务。 （记者 泊乐/文 沈三/图）

晚报老年大学与大湖塘社区牵手
养教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生根发芽

宽敞明亮的舞蹈室、音乐室、设备齐全
的多媒体功能室……走进嵩山路街道大湖
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你能感受到一个舒
适清新的学习环境。

此次晚报老年大学与大湖塘社区牵
手，缘于双方对创新社区治理和提升养老
服务水平有着相同的共识。作为全国创新
社区治理示范点，大湖塘社区一直以来致
力于细化社区治理和创新各项服务。

与晚报老年大学合作，养教结合的新
型养老新模式首次进入社区，是社区创新
治理的又一个创新举措。“构建和谐的邻里
乡亲氛围，有利于在基层形成强有力的凝
聚力，也是创新社区治理一个重要的突破
口。”大湖塘社区书记杨沅珍说，通过整合

社会资源，引进社会力量办学，系统化、常
态化开展养老服务活动。不仅加强了社区
与居民，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也
有利于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让社区变得
更加有文化底蕴，打通互帮互助的桥梁。

“下一步，我们还将联合晚报老年大学
开展公益讲座、义诊、志愿者服务等活动，
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爱心
与温暖。”大湖塘社区主任梁绍妮说，社区
志愿者服务队会参与到居民需要的各项服
务中来，同时，通过与株洲晚报老年大学合
作，进一步提升志愿者服务水平和质量，我
们希望养教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能够在大
湖塘社区生根发芽。

（记者 泊乐）

晚报老年大学志愿团队在行动

上门教84岁老人使用

▲两位志愿者教84岁董爷爷使用智能手机

盛夏久不雨

盛夏久不雨，满天下愁苦。
宋代诗人邵雍的这一首《望雨》，很

好的道出了我们在盛夏高温天里的心
境——一身热气，满面愁苦。

然而，这样的高温天，却没有半点
要收手的意思，接下来的日子，还将继
续冲击37℃的酷暑天。

37℃是个什么概念？在气象学上，
对夏天的“热”有两个标准，超过35℃的
日子叫“高温天”，超过 37℃则算是“酷
暑”，而株洲这样的酷暑天，已经度过了
6天。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这样的热依然
望不到头。市气象台说，今天起到周
六，市区都是多云或者晴天的天气。连
续三天，最高气温都是37℃。

这个时候想不出任何安慰大家的
话。只能很冷静地说：从株洲天气一贯

“性情”来看，8 月依然是夏天最暴烈的
时候。但转念一想，这酷热日子的总量
也有限，过一天就少一天。到了8月末，
天气总会慢慢凉爽下来，更何况，等热
天一过，或许你还会怀念起这盛夏时光
呢。

（记者 王娜）

文家冲社区
70岁老人集体过生日

8·8父亲节特别报道
A05、A06、A07、A08

我七岁时母亲去世，与
年过半百的父亲相依为命。
又当爹，又当妈，父亲生活顶
不容易的。作为儿子，回忆
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我对父
亲有着无上的尊敬和感恩。
是他，给了我珍贵的生命；是
他，把我养育成人；是他，为
我指明人生前进的航向；是
他，在我的生活中点亮了一
盏又一盏明灯。

父亲对我恩爱有加。我
四岁时得了疟疾，父亲到处
寻医问药，背我步行二十余
里，找专治疟疾的郎中为我
治病。回家时，恰遇一场小
雨，我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发高烧。父亲又去寻路边
姜、紫苏，煎水给我喝。半
夜，我说梦话，哭着闹着，父
亲只好抱着我在房间里走来
走去。我伏在他的肩上，他
用那宽阔的大手抚摸着我的
背，通宵不睡。六岁那年，我
在菜园边上捡苦槠子吃。父
亲看见了，远远地赶过来，看
见 我 满 身 是 泥 ，便 要 我 回
家。我不肯，哭着要吃苦槠
子。父亲看了看我，又抬头
望了望园边山坳上的苦槠
树，二话没说，立即往上爬。
在一个树杈处，他用一根枯
枝敲打苦槠球。苦槠子掉到
菜园里，我高兴地拾，心里美
滋滋的。突然，枯枝一断，父
亲往前一扑，从树上掉了下
来······我吓得号啕大哭，
父亲不顾左手骨折的伤痛，
竟然爬起来安慰我！他见我
体质弱，不管田里、家务怎么
忙，总要为我弄点营养的东
西吃：黑豆子煮鸡蛋、虾子、
坨嫩鱼，就是干农活时捉到
一两条泥鳅、黄鳝什么的，也
要煎着给我吃。每天上学带
饭，他都给我煎个荷包蛋，他
自己却舍不得吃。

父亲对我的教育非常严
格。有一次，我在山冲里砍

柴，肚子饿了，就在邻居家的
红薯地里挖了一个红薯吃。
后来父亲知道了，硬要我拿
一个红薯到邻居家赔礼道
歉。他说：“小时偷针，大了
偷金。人从小就要养成好品
德。”父亲对我最大的希望就
是读好书。他说：“要报效国
家，没有本事是不行的。读
书就是学本事。”他以望子成
龙的严和爱把我托起，教育
我立志高远，奋发向上。记
得小时候，我每次考试年级
第一、第二必有奖励。要是
考个第三，就得反省了。特
别是思想品德方面，父亲惩
戒之严让我不敢懈怠。

父亲是我崇拜的榜样。
他给我的最大财富是身教了
我勤劳、质朴、节俭、善良和
好助乐施的品格。我家的田
在山冲里，离家较远。冲里
住着一位八十来岁的孤寡老
人。父亲下田劳动，中途休
息时，常去老人家里，有时给
老人砍担柴，有时帮老人挑
担水，还帮老人洗被子，几年
如一日，直到老人病逝。邻
居玉叔家盖房子，少了一点
瓦，父亲毫不犹豫地将我家
倒塌一间屋的瓦送给他。玉
叔要给钱，父亲说：“左邻右
舍，一点小忙，要什么钱！”有
次，一个讨米要饭的被狗咬
了，鲜血直流，父亲看到了，
立即帮他消毒起土（农村常
用的治狗咬伤的土办法），临
走，还量了一升米给他。讨
米的感动极了，连连磕头致
谢 ：“ 真 是 大 恩 大 德 ，好 人
啦！”

至 今 ，父 亲 已 走 了 57
年。可他的声音笑貌、亲切
关怀、言传身教时时萦绕在
我脑际。天大地大，不如养
育之恩大，河深海深，不如父
爱之情深。父亲啊，值此父
亲节之际，儿写此文，聊表寸
草心。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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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成立七十周年感赋
（一）

民主监督七十秋，协商建国尤可讴。

坚守初心谋国亊，披肝沥胆共一舟。

（二）

人民政协七十龄，社会各界誉声浓。

多党合作议参政，考察调研忙不赢。

吾亦有幸忝在册，建言献策未曾停。

春华秋实十四载，尽心履职一腔情。

（注：本人曾任三届市政协委员，共十四年）

（作者：马立明 66岁 天元区法院小区）

我的故乡在湘东的一个
小山村。

家旁边有一座当地最高
的大山叫晓岭。那里山峦起
伏，茶果飘香，野生动物时常
出没。从小时候起，我就喜
欢、痴迷甚至崇拜这座平凡
普通却高大雄伟的大山。

五岁那年，我家突遭横
祸，父亲一夜之间被打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党
籍、干籍，遣送回农村劳改。
当时一家五口全是城市户
口，到农村便是“上无片瓦遮
身，下无寸土立足”。万般无
奈之下，母亲提出回家乡晓
岭投靠外婆。万万没想到的
是，嫡亲的舅舅和舅妈害怕
受株连，声称“划清界限”，拒
绝全家进屋。父亲毅然决然
对母亲说“天无绝人之路，我
们走！”

当场围观的村民摇头叹
息鸣不平的情景，成为幼小
的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两年后，父亲终获彻底
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
一下子门庭若市，父亲却更
深沉低调起来。他只要从城
里回到乡下的家，就会换上
母亲亲手做的粗布衣，扛着
锄头带着我们开荒种地砍柴
火。家里虽然没有自留地、
自留山，但收获的杂粮、蔬
菜，过冬的柴火却是不少。
父亲吃饭，总是最后一个离
桌，打扫“战场”。

有一次，父亲带着才八

岁的我上山砍柴。由于山下
的柴火差不多都被砍光了，
得爬到晓岭最高处才能砍
到。两个多小时，父亲砍了
一大堆柴火，付出的代价却
是全身多处被荆棘刺伤，鲜
血直流。父亲坐在山石上，
卷起一支“喇叭筒”，两眼呆
呆地望着远方。我站在父亲
身边好奇地问他看什么，父
亲两眼通红感叹道：“崽呀，
你还小咯！”这才带着我，背
着柴火高一脚低一脚往山下
走去。走着走着，我视线中
的父亲中等身材的背影，慢
慢地淡出晓岭，而显得愈发
高大而挺拔！

父亲一生坎坷，操劳成
疾。不到 50 岁就患上冠心
病、糖尿病等。但他从不悲
观，反而更加乐观和坚强。
在职时，他长期带病坚持工
作，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
究，以点带面，事半功倍，是
上级领导和基层干部眼中的

“行家里手”，各级各种先进
荣誉加身。离休后，他从不
给组织添麻烦，尽量为国家
节约开支，即便是看病住院
都坚持不用贵重药品，多次
获评“全市离退休工作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

“清风有激情，明月无幽
意”，家中珍藏的一副全国
著名书法家李铎亲笔书写的
对联，便是父亲高风亮节的
最好佐证！

父亲与晓岭的不解之缘

▲晚报乐活周刊微
信群

（作者：张悟 65岁 天元区龙腾国际小区）

(作者：袁楚湘 80岁 天元区老二中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