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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9 日讯(记者 张

浩)提起陈福源，潍坊奇石爱好者

很少有不知道的。在月河路西北

小区 15 号楼，有一个不到四十

平方米的小院子，里面山水花草

一应俱全，这就是陈福源花了 10

多年时间精心打造的“小十笏”。

9 日下午，在月河路西北小

区 15 号楼楼外的一条道路上，

陈福源正在打磨着手中的一个

木头底座。在他身后一株手腕粗

的灵霄已经爬满了四层楼高的

墙壁，“这个已经栽了十二年了，

开花的时候更好看。”走进陈福

源的“小十笏”，虽然已经入冬，

但是铁树、万年青、云竹、地瓜榕

树这些常青植物还是让人感到

勃勃生机。正冲着大门的是他精

心打造的一个叫做“泰山十八盘
的大型盆景，上面有假山、喷泉、

十二生肖、迷你小亭、还有一点

点砌上去的台阶，旁边一株芭

蕉，已长到两人多高。

说起自己的“小十笏”，今年

即将六十岁的陈福源难掩自豪
之情。他说，这是他的业余爱好，

从最开始养花养鱼，到后来慢慢

的自己做山石盆景，再到现在收

集奇石，别人用来打牌下象棋唠

嗑的时间他都花在了石头上。

“石头是有生命和灵气的。”陈福

源说，他有时候在自己放奇石的

小屋里，做做底座，擦擦石头，一

忙就是一天，完全忘了时间。“看

着石头，心里就会很自然的觉得

安稳，心情也好”，虽然把玩的并

不是高档的奇石，但是看到石头
他就觉着踏实，把玩石头的二十

多年时间里他从来都没有得过

大病。

在陈福源收集的石头里，

有一块被他命名为“飞天”的

玲珑石，这是他从别人手里淘

换回来的，按了个底座后，整

个石头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感

觉，让人不由得心生振奋。有

一次他不在家，一个人慕名到

他这里来，看中了这块石头，

陈福源的老伴没把石头当回

事， 50 块钱卖给了人家，老陈

回家得知心爱的石头被卖掉后

气的直跺脚，在之后的一个多

月的时间里他四处奔走，通过

朋友的朋友，最终把那块石头

又给赎了回来。

“山无石不名，水无石不

澈，庙无石不灵，人无石不

安。”老陈说，他这辈子跟石

头是分不开了，看到石头，他

心里才觉着踏实。

本报 11 月 9 日讯(记者 张浩)在文

化路社区，有一个由三四十位老年人组

成的“和顺家园艺术团”，他们曾代表

社区参加过全市举办的合唱大赛，凭一

首用手语表演的《国家》震撼全场。

“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锻炼身
体。”和顺家园合唱团的团长丁悦红今

年 67 岁了，她是这个艺术团的发起人

和创始者，丁大姨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参

与社区文艺活动，退休后她就跟着别人

学习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秧歌

等，现在她是潍坊市老年体协的社区指

导员。

搬到文化路社区后，丁大姨还是按

照自己的习惯每天早上出门打打太极

拳。最开始她只是跟几个邻居一起健

身，丁大姨把自己会的都教给他们，慢

慢的，身边来学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多的时候到了 60 多人，附近小区的

不少老年人都赶过来学太极拳。”

“社区活动服务中心建立之后，以

原来丁阿姨的活动群体为主，成立了这

样一个艺术团。”文化路社区居委会主任

刘冬梅介绍说，原来的时候老年人活动

都没有组织，后来丁阿姨组起了这个艺

术团，社区居委会就给他们提供活动的

场地，现在社区里大大小小的文艺活动

都能看到丁阿姨指挥的艺术团的身影。

去年的时候，潍坊市一家媒体曾举

办过一次合唱大赛，全市数十支队伍参

加了比赛，而和顺家园艺术团是唯一一

个进入前三的社区合唱团。“我们的压箱

宝是用手语表演《国家》。”丁阿姨说，得

知有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准备

节目，最后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国家》，但

是怎么表演都感觉不震撼，最后她想到

不如加入手语元素，说做就做，将近四十

位老人，年纪最大的已经 72 岁，最小的

也 50 以上，用三天的时间突击学习手

语，表演时一举震撼全场。

文化路社区

老人自组艺术团
压箱宝为手语表演《国家》

十年倾心造 取名“小十笏”

“石痴”老人自家院里建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