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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晓：退伍不褪色 岗位践初心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今年 33 岁的赵剑晓，2004 年 12 月从
老家合肥参军入伍，先后在武警江苏总队徐
州支队、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解放军炮
兵学院 （现为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等处服役。 在武警蚌埠支队时，他多次出色
完成了蚌埠市两会警卫任务和蚌埠市大型
活动的升旗任务。 2005 年，他在武警安徽总
队“江淮利剑”实兵演习中因表现出色受到
中队嘉奖；2006 年，他在执行司法部调犯任
务中表现出色受支队嘉奖。

部队期间的刻苦训练让他在需要的时
候一展本领。 2007 年 10 月的一天，正在休
假的赵剑晓乘坐公交车途经合肥市芜湖路
时，车外突然传来了“抓小偷”的喊声。 他朝
车窗外望去，发现一位老大爷边喊边追一名
20 多岁的男子。 赵剑晓立刻大喊司机师傅
把门打开，跳下车朝着那名男子奔跑的方向
追去，最终在安徽大剧院门口将该小偷控制
并移交公安民警。 老大爷得知他是名军人
后，连声赞道：“当兵的,真是好样的！ ”

2011 年， 赵剑晓被安置到安徽省特殊
教育中专学校体训中心工作。 新岗位上，他
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刻苦钻研业务知识。 为
做好残疾人体育赛事组织工作，他认真学习
《残疾人体育基本知识导读》《残疾人体育项
目竞赛规则》等，努力提高服务能力。体育赛
事期间，他积极组织志愿者培训，为赛事提
供全程服务，确保沟通顺畅，圆满完成了各
类赛事志愿服务工作。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

情。赵剑晓把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投入到了
为残疾人兄弟姐妹们的服务中去，让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工作以来，他先后出
色完成东亚区特奥羽毛球锦标赛、安徽省第
四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全国残疾人飞镖
锦标赛等赛事保障工作。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赵剑晓
放弃居家办公， 主动请缨投身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在单位，他积极做好办公场所环境
消毒，协调并帮助同事值班，负责防护物资
采购等工作， 保障单位疫情期间的各项工
作运转；在社区，他深入社区积极做好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重点人员排查等工作，协助
社区做好联防联控工作。今年 7 月，河南郑
州市遭受特大暴雨灾害， 他驱车 7 个多小
时赶往郑州， 投入到清理淤泥和搬运垃圾
等工作中。

退役不褪色，岗位践初心。 赵剑晓先后
获得了省残联优秀共产党员、省直机关道德
模范等荣誉称号。“作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什
么地方都要坚守党性，践行初心，为人民服
务。 ”赵剑晓坚定地说。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发
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为了孩子们成长，再辛苦都值”

■ 本报通讯员 李鹏

近日 ， 萧县庄里镇关工委名誉主任 、
83 岁的刘先民忙着为当地生活困难的大
学新生筹集学费，帮助他们圆梦大学 。 此
前，刘先民老人已帮助 20 多位贫困学子圆
了大学梦。

刘先民 2000 年退休后，原庄里乡（今改
为庄里镇）领导邀请他回乡担任关工委名誉
主任，刘先民愉快地答应了。从此，他吃住在
乡里，深入青少年家庭、学校进行调研，积极
协助乡党委政府建立了乡、村、校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网络。 全乡共成立了 11 个关
工委、108 个关工小组，关工成员 650 余人。

2005 年，庄里小学三年级学生杨林（化
名）的父亲患肝癌去世，家里债台高筑，可屋
漏偏逢连夜雨，杨林不幸患鼻咽癌，急需资
金治疗。一家人四处借债，难解燃眉之急。刘
先民及时来到杨林家， 先是掏出 400 元钱，
让杨林增加营养， 随后在全乡范围内发起
“献爱心，救病童”募捐活动。在他的带动下，
短短几天就募捐了 16000 多元。杨林被送到
徐州四院住院治疗。 杨林病愈后返校读书，
刘先民经常到他家和学校帮助解决生活和
学习中的困难。如今在上海做修理无线电生
意的杨林常对人说，没有刘老的相助，就没
有他的今天。 多年来，庄里镇在刘先民的努
力下，通过开展活动募资 10 多万元，获得捐
物 200 多件，资助贫困大学生 20 多人、贫困
儿童 100 多人。

2016 年 7 月， 刘先民被查出患恶性肿

瘤，住院手术治疗，2018 年 7 月经历了第二
次手术。 出院后的第 3 天，他就为贫困大学
生不停奔走，筹集助学资金。 他常说：“为了
孩子们成长，再辛苦都值！ ”

为助力乡村振兴， 刘先民组织科技报
告团深入田间地头宣传科技， 指导农民科
技致富，还通过已经举办五届的“创五户争
十好”活动，培养了一批青年农民和科技致
富能手，发挥了引导和辐射带动作用。在去
年和今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刘先民配合
镇中心校关工委， 抓好学生的防疫及线上
学习等工作。 “在我们镇，刘先民老人带领
的‘五老’队伍是助推农村稳定、社会和谐、
乡村振兴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庄
里镇党委书记杨文亚说。

每年的清明节，刘先民都组织青少年来
到陈履真烈士纪念碑前，缅怀先烈，增强青
少年爱党和报国之志。

在刘先民的努力下，庄里镇关工委先后
被省、市、县关工委评为先进单位。 2013 年，
刘先民被评为宿州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他还被评为 2018 年度省关工系统 “十佳五
老”和 2019 年度省关工委先进个人。

直播带货，让残疾人更加自信

■ 本报记者 袁野

本报通讯员 张玉

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只要打开抖音
直播或者视频号直播，经常能看到霍邱县的
李霞、陈娟等人略带生涩地推销着当地各种
特产。 与一般的视频主播不同，这几位直播
间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肢体残疾
人。 他们聚在一起，组建了六安市肢残人直
播创业团队。

“主播”李霞是这个团队的发起人，也是
六安市肢残人协会主席，“今年我在和很多肢
残人朋友聊天时得知，他们中有不少人想尝试
视频直播， 想通过这个渠道增加一点收入，也
拓展自己的技能， 只不过苦于不了解相关技
术，一直没有勇气尝试。 ”李霞告诉记者，实际
上不仅是技术缺失，很多肢残人朋友一直以来
羞于与正常人交往，普遍害羞、内向、不善交
际。“直播是一个机会，能让肢残人更多地与他
人交流。 ”李霞说。

7 月，在六安市残联、市肢残人协会的
推动下， 残疾人网络直播带货培训班开班。
李霞等 6 名肢残人积极参加培训，小小的直
播创业团队由此成立。六安中播职业培训学
校派出了 7 名老师，对他们进行了辅导。

8 月 11 日 ，在第十二次全国 “肢残人
活动日”当天，六安市残联会同市肢残协会
开展了肢残人“直播带货”活动，李霞等人
迎来了他们的直播首秀。虽然收入不多，可
大家从弹幕的鼓励中获得了自信， 有了坚
持下去的勇气。

“我现在每天都坚持直播两个小时左

右，一天能有百把块钱的收入。 收入是次要
的，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直播带给我与外界
交流的勇气。”直播团成员陈娟告诉记者。腿
脚不便的她性格内向，在好友李霞的反复劝
说下才决定尝试直播。“第一次面对镜头，我
连话都说不利索，也不知道要和别人说些什
么好，可尴尬了，但是直播团的成员还有陌
生人的弹幕都在鼓励我。 我看了很感动，慢
慢就有了动力。 ”陈娟说。

“我们要求团员在镜头前不卖惨，而是
展现肢残人生活多彩的一面，以此来打动观
众。 ”李霞说。 通过直播，这些原本不被人们
认识的群体来到了台前，丢掉了过去羞怯内
向的性格，变得活泼开朗，也改变了别人对
肢残人的看法。“我们的成员马驹，并不总是
带货，而是喜欢在屏幕前高歌一曲，展现自
己的爱好与特长，也让观众知道肢残人热情
开朗的一面。”李霞说。尽管目前该直播创业
团只有来自霍邱、霍山的 6 名成员，但大家
相互鼓励，坚持上线直播，现在也有其他县
区的肢残人和他们联系，希望能加入他们的
团队。

“残疾人参加直播团活动，分享了现代科
技带来的美好生活。 既增强了残疾人群体的
凝聚力， 还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积极进取的
精神面貌。 ” 六安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她发起成立为老志愿服务队，，开
展独具特色的助老、、 文娱和健身等活
动，，帮助老人解决困难，，融入社区大家
庭，， 被评为今年 55 月全省学雷锋志愿
服务优秀典型——————

退而不休“夕阳红”

荩 “请同学们间隔 1米，排队测量体温……”
8月 22日，在学在即，一场防疫演练在颍上
县实验小学南校区进行。 此次防疫演练由学
校部分教师扮演学生，展示了从学生入校有
序测温到班级二次测温、课堂授课、消毒等
多个环节。

图为教师扮演学生间隔 １ 米依次测量
体温入校。 本报通讯员 沈云鹏 摄

荨 8 月 23 日，在合肥市庐阳区林店街道，合肥市双岗幼儿园教
育集团逍然居分园教师正在对园舍环境卫生进行消杀， 净化校园
环境卫生。 本报通讯员 赵明 摄

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本报记者 李浩 文/图

8 月 17 日，记者来到合肥市包河
区滨湖世纪社区金翰居委会。此时，志
愿者杭德英正在社区活动室教居民剪
纸。在她悉心指导下，居民们手中的剪
刀在红纸片间穿梭，经过一折、一弯、
一捏、一剪，幻化出美丽的图案。

杭德英已有 85 岁高龄，但一直牢
记自己的党员身份， 积极参加助老志
愿服务，教剪纸、帮理发、宣讲保健知
识、 组织文体活动……成为社区里那
个总是“多管一点事”的人。 10 年来，
她共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近 500 小时，
被评为今年 5 月全省学雷锋志愿服务
优秀典型。

社区的义务理发师

杭德英是合肥发电厂的一名退休
职工。 1965 年，她从淮南来到合肥参
与电厂建设。彼时厂区远离市区，生活
配套不齐全。为了解决理发问题，她和
丈夫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自学理发。 久
而久之，她从半路出家的生手，渐渐练
成了厂区闻名的熟手， 在帮家人理发
之余，还为慕名而来的同事理发。

退休后，杭德英 2011 年搬到滨湖
世纪社区。有一次，她看到一位邻居的
头发有些长，就告诉他自己会理发，问
他是否需要帮忙。得到肯定答复后，他
们在小区的空地支起椅子，围上围布。
不一会， 杭德英就为他剪出干净清爽
的发型。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社区工
作人员看见。 “奶奶，你有这好手艺，愿
不愿意参加志愿服务， 为社区里其他
居民剪头？ ”社区工作人员邀请她加入
社区的志愿服务项目。 “趁我身体还硬
朗的时候，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是
应该的。 ”杭德英爽快地答应了。

在社区的协调下， 杭德英和同小
区的退休老党员付后成组成义务理发
队。每月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 8 点，他
们准时在社区服务中心二楼活动室，

给社区的居民免费理发。
义务剪头发的事情渐渐传开，每

到固定理发日那天， 社区不大的房间
都会挤满前来理发的居民。 有些老人
行动不便无法出门， 杭德英会亲自上
门为他们理发。 社区居民陈师傅今年
80 多岁，身体一直不好 ，每次理发都
需要老伴推他坐轮椅出门。 杭德英知
道后，定时上门为他理发。 “我们在家
头发长了不方便。 杭德英上门来帮我
剪头，可帮了我的大忙，每次来我都很
感动。 ”陈师傅说。

截至目前， 杭德英已义务为滨湖
世纪社区 700 多位老人理发， 其中上
门理发 200 余人。

大家的快乐“开心果”

除了理发的好手艺， 杭德英还有
剪纸的好手法。

“剪纸既可以充实生活，也可以锻
炼手 、脑协调能力 ，尤其对老年人特
别好。 ”杭德英说，她发现很多社区居
民对剪纸感兴趣。 于是，她就在小区
里发布“招募令”，希望把有相同爱好
的居民组织起来， 一起学习剪纸、研
究剪纸。

杭德英组织成立“金剪子”艺术团
队，每周五的上午在居委会、小区楼栋
内进行剪纸文化交流。 大家在杭德英
的带领下， 剪雷锋头像、 十二生肖图
像、“福”字等。今年大家还一起剪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图样。
去年疫情期间，许多老人封闭在家，非
常着急。 杭德英组织老人进行“云”剪
纸，通过社区分发材料，让大家在家里
剪纸，通过网络视频连接，展示各自的
剪纸成果， 让老人足不出户也能有心
灵的寄托。 “金剪子”艺术团队成立至
今， 共计举办近 30 次剪纸方面活动。
社区的老人们用自己手中的剪刀 “剪
出”健康与好心情，同时也在相互交流
中产生了美好情谊。

“活到老，学到老”是杭德英常挂
在嘴边的话。她告诉记者，老年人不能

放弃学习， 在学习中能找到快乐和健
康的密码。 杭德英退休后来到老年大
学学习，选修了文化旅游、中医养生、
健身气功等多项课程。 她尤其热衷于
钻研中医养生知识， 经常在社区做讲
座，义务为老人讲解养生保健常识，根
据时节特点，从饮食、运动、睡眠以及
居家生活等方面讲解养生问题。 80 岁
的居民黄奶奶眼睛经常红肿。 杭德英
在讲座中介绍了调理眼部的方法，黄
奶奶回去试了试， 眼睛红肿的次数少
了许多。截至目前，杭德英在社区开展
了 134 场养生讲座。老年人们很爱听，
每次都踊跃参加。

杭德英经常早上带领一些居民晨
练，晚上组织老年人一起跳广场舞。 她
还和老人们一起过集体生日，一起吹蜡
烛、吃蛋糕、许愿望。 天气好的时候，她
组织一些老人结伴去塘西河公园、滨湖
湿地森林公园散心。 通过这些活动，把
老年人融在一起，加入健身行列，让老
人们身体得到锻炼，心情更加舒畅。 “杭
德英风趣幽默，还是大家的‘开心果’。
平时大家常在一起唱唱歌、 讲讲笑话、
分享开心和难忘的事情，在快乐中共度
美好时光。 ”社区居民李长芝说。

困难老人的贴心人

杭德英所在的小区空巢老人较
多。因为子女大多不在身边，有的老人
常常感到孤独寂寞。 杭德英就想着能
不能把大家聚在一起经常 “串串门”，
缓解老人们的孤独感。

2017 年，杭德英参与发起成立金
翰“夕阳天使”为老志愿服务队。 服务
队每月进行 3 次常规性走访， 对辖区
空巢老人、高龄老人、残疾老人、贫困
老人的情况进行摸排， 开展老人生日
会、 免费理发等活动。 居民胡老今年
80 多岁，因为中风造成偏瘫。 不久前，
他的老伴摔伤住院， 他的儿子需要去
医院陪护。 “胡老家里没人，他的生活
如何料理？ ”杭德英得知这一情况后，
和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商量， 决定轮

流每人每天烧些饭菜，送到胡老家，既
解决他的一日三餐问题， 又能简单照
看他的生活。 他们的帮助持续了近一
个月，直到胡老的老伴病愈回家。

目前，金翰“夕阳天使”为老志愿
服务队共有 20 人，队员都是住在社区
的老年女性，平均年龄 64 岁。 志愿服
务队成立以来，与 11 户特困老人一对
一帮扶，为社区的老人们举办了 30 多
次集体生日会。

杭德英和金翰“夕阳天使”为老志
愿服务队的无私服务， 感动着每一位
受助的老人。他们纷纷用感谢信、锦旗
等方式表达感激之情：

“当小区停水时，她们第一时间想
到的不是自己家， 而是先奔向有困难
的老人家；当我家的煤气打不着火，自
己处理不好时；当我身体不舒服，儿子
又不在家时……她们都会出现在我面
前， 帮我解决困难……为老服务队的
姐妹们平时做的点点滴滴好事， 时时
感动着我， 感谢她们对我们这些老人
的爱心和帮助！ 我也为自己生活在金
翰居委会这么好的大家庭里而感到特
别幸福。 ”

“我是社区居民胡敬燕，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
照顾， 感恩你们在百忙之中对二老的
嘘寒问暖，照顾衣食住行，还送来生活
用品……在我母亲住院期间， 炎炎夏
日不畏酷暑，风雨无阻，每日照顾我行
动不便的父亲，日日送餐，还每天抽出
时间陪我父亲聊天……”

“我是 5 幢 101 室老人的儿子，感
谢金翰网格和志愿者阿姨们。 我父亲
身体不便， 感谢你们冒着雨上门帮助
我们。 ”

……
一封封感谢信， 一句句感谢的话

语，老人们内心的感动溢于言表。杭德
英和志愿者们用她们的爱将社区居民
紧紧凝聚在一起。

题图 ：8 月 17 日 ，８５ 岁的杭德英
在社区活动室教居民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