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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今日烟台

本报 11月 9日讯 (记者

鞠平) 9日下午，烟台市所城

里居委会的王主任告诉记者，

“电子保姆”上门安装了，居民

们反映说很好用。

9日下午，记者跟随居委会

的工作人员来到北门里5号，82

岁的曲阿姨家中。得知居委会的

工作人员来安“电子保姆”，曲阿

姨很高兴，连声让座。

居委会的杨大姐拿出“电子

保姆”，在曲阿姨家的电话上忙

活起来，嘴里念叨着“这根是外

线，这根连到这……”曲阿姨站

在一旁帮不上忙，却不愿意离

开，咧着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

着“电子保姆”，像一个怕被人抢

走玩具的小孩子。

杨大姐忙活一会安装好

了，连忙让曲阿姨试用一下，曲

阿姨拿着小盒子，按了一下按

钮，突然传来了一阵音乐，随后

是欢迎使用的录音。杨大姐在

一旁很有经验地对曲阿姨说，

这就说明能用了，一会就有人

给你打电话，他们帮你找都是

不花钱的。正说着话，电话响

了。曲阿姨连忙抢着接了电话，

“还真是他们打过来的，以后这

就方便了。”挂了电话，曲阿姨

这样告诉杨大姐和记者。

据了解，目前所城里居委

会的“电子保姆”已经下发到

居委会，近日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就会到居民家中安装。

费尽周折

找到“快乐大本营”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9日上

午，在长生小区门口，一群老人正在

快乐地走着时装步。领头的，正是小

区居民张文娟和卞家华老两口。别看

老两口现在在长青艺术团里是如鱼

得水，当初找到这个“快乐大本营”可

是费了不少周折。

在河北时老两口就热衷于文艺

表演，张文娟退休后还到中国舞蹈协

会举办的培训班进行过专门的训练，

老伴卞家华则在声乐方面颇有造诣。

可搬到烟台后，人生地不熟，没有玩

伴，很是苦恼。一天晚上，两位老人散

步时在润利大厦前发现一群老太太

在跳集体舞。从此，他们就加入了小

区里的长青艺术团。

老两口发现艺术团里的节目比

较单调，就开始发挥自己的特长来丰

富团里的节目。张文娟在团里义务做

舞蹈老师，卞家华则做起了声乐老

师。2003年中秋节小区的晚会上，张

文娟和老伴自编自演了情景剧《月亮

走我也走》，“那一次我们真正在小区

内出了名。”对当时的情景，张文娟记

忆犹新。

为了教学

老两口绞尽脑汁

老两口是地道的河北人，对于

烟台方言经常是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刚开始还闹了不少笑话。为

了尽快的融入艺术团，张文娟和老

伴经常找街坊们聊天，了解烟台方

言。现在老两口与艺术团里的伙伴

们交流已经没有障碍了，还能时不

时的秀几句。

“第一次组织大家合唱，一个人

一个腔调，非常不和谐。”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卞家华老人每次上课前先把

歌词抄下来，然后一遍一遍地教大家

用普通话读，等大家读的熟练了、标

准了，再教大家唱。“到后就都能唱得

和谐了，不会再南腔北调了。”

张文娟曾将时装队里一位不修

边幅的曲大姐成功“改造”，变得很有

气质，让许多老人觉得不可思议，慕

名来到时装队里老人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的观念是人老了随随便便就

行了，其实这种观念是最错的，像我

们年轻的时候忙家庭、忙事业，到现

在退休了才能有时间让自己过得漂

亮、精彩啊！”

“这里有家的感觉”

“和大家在一起，我图的就是一

个乐呵，没钱也愿意。”张文娟告诉记

者，前段时间曾有人高薪聘请她当老

师，但条件是不能再在社区艺术团里

当义务教师，被她一口回绝了。

她给记者讲了一件让她十分感

动的事情。老伴卞家华患有低血糖，

有一次上课感到心慌，很多团员知道

后纷纷从家里带来糖。“一袋袋糖果

就是大家的一份份心意啊，这里有家

的感觉。”

从最初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

现在每天都能有固定的安排，长青艺

术团越来越规范，团员们也更加敬业

和齐心。说到艺术团以后的发展，张

文娟很有信心，她说她会跟团里的成

员们不断创新节目，让团里的节目常

演常新。张文娟告诉记者，老两口在

烟台生活的很惬意很舒心，她希望能

有更多的退休老年人加入到他们的

团体中，跟他们乐在一起。

所城里社区的“电子保姆”到家了

82岁老太脸上笑开了花

▲张文娟（左）在教居民打腰鼓。

安上“电子保姆”后，曲阿姨高兴地守在电话旁进行试用。

本报记者 鞠平 摄

河北伉俪 乐在烟台

老两口说：

这里有家的感觉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孙芳芳

在烟台长生小区活跃着这样一群老人，他们每

天或精神抖擞地打着腰鼓，或三五成群地走着时装

步，有时还来一场大合唱。在这样一群老人中，张文

娟和老伴卞家华总是最忙碌的。老两口是地地道道

的河北人，2002年退休后将家搬到了烟台，加入了社

区的长青艺术团，有滋有味的过着他们的老年生活。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

崔岩 见习记者 岳天

硕) “楼道口的沙子与砖

块都已经堆了半个多月

了，至今也没人来管。”9

日下午，家住莱山区清泉

寨城中区三号楼的贺先生

因为不堪其扰，将情况反

映给了本报。

9日下午2点半，记者

来到贺先生所说的清泉寨

城中区三号楼前。记者看

到，足有半吨多重的沙土

与砖块，堆放在楼道口前

面，距离楼道口不过几

米。由于昨日刚下过雨，

沙堆边缘已变成了泥沙，

顺着水流的方向往外蔓

延，非常不美观。

“这个楼老年人不

少，沙子又滑，很容易摔

伤。”贺先生说，自己前几

天一个不小心就差点滑

倒，如果换成老人，走路

更得小心。

下午 3点左右，记者

采访到了清泉物业公司的

工作人员。据工作人员介

绍，此处的沙土与砖块是

该楼一位住户家中装修后

剩下的材料，一直没有处

理。物业公司已经清理了

一部分沙土，也曾再三劝

说这位住户将这堆沙土与

砖块清理干净，但这位住

户不予理会。

记者试图联系这位业

户，但由于物业公司的工

作人员不愿透漏该住户姓

名，记者暂时未联系到这

位住户。

楼道口的沙土堆

半月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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