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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人物

因为家中婆婆有脚病，她决心学习修脚。学成手艺
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敬老院不少老人患有不同
程度的脚病，便决定到敬老院为所有的老人义务修脚。
一年多来，她每个月都坚持去敬老院为老人们义务修
脚。她就是被寿张中心敬老院老人们誉为“最美修脚
师”的张焕芳。

她每月都去敬老院义务修脚
阳谷的张焕芳是老人们眼中的“最美修脚师”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大姨，咱先按摩右
脚。你晚上回家泡脚时，在
洗脚水里放点醋，可以杀
细菌治脚气。”3 日上午，在
阳谷县谷山路张焕芳的足
疗店里，张焕芳正在用捏、
滚、搓等手法为 74 岁的王
桂兰老人做足疗。王桂兰
说，她每周都要到张焕芳
的店里做两次足疗，连续 8
年时间没有间断过，不为
别的，就为张焕芳手艺好。

“我家离她的足疗店有七

八里地，每次都是走着来，
做完足疗回家时感觉特别
舒服。”

“我婆婆今年 90 岁，
老人的脚是裹脚，时间久
了，老人的几个小脚趾趾
甲都扎进了脚底，一走路
疼得直钻心。”张焕芳说，
在没有学会修脚以前，她
经常用剪刀等工具为婆婆
剪脚趾甲，由于不会修脚，
她有时会把老人的脚弄出
血，从那以后她就决心找

人学习修脚。可找了很长
时间就是找不到老师，学
修脚的事也就耽搁了。

2002 年，由于生意不
景气，张焕芳放弃了制作
服装的生意，改行学起了
足疗。在为一些老人做足
疗的过程中，她发现很多
老人都有甲沟炎、鸡眼等
各种各样的脚病，看着许
多老人经常忍受脚病折
磨，张焕芳又拾起了学习
修脚的念头。

婆婆的脚病让她决心学修脚

2007 年，一位经常到
张焕芳足疗店里做足疗的
顾客听说她一直想学习修
脚技术，可就是找不到专
业的老师，便为她推荐了
扬州的修脚大师陆琴，并
给她从网上搜集了一些陆
琴的资料。看过这些资料
后，张焕芳把家人安排好
后就踏上了去往扬州的火
车。

张焕芳说，当时自己

的丈夫在外地打工，大女
儿在聊城读书，自己的小
儿子才上小学四年级。“我
当时也没有多考虑，就想
着去把这门手艺学回来，
好给有脚病的老人看病。”
张焕芳把小儿子送到了孩
子姑姑那里寄养，一走就
是大半年。回想起当年把
年仅 9 岁的小儿子送去寄
养，她到现在还有点不敢
相信。

“我光是用修脚刀练
习削筷子和肥皂就练了
两个多月。之后才开始尝
试着修脚。”张焕芳说，最
初跟着陆琴学习修脚基
本功时，除了看师傅给客
人修脚之外就是在筷子
和肥皂上练习刀功。“修
脚又称肉上雕花，基本功
非常重要，在滑滑的肥皂
上最能锻炼人的腕力和
指力。”

抛家舍子到扬州学艺大半年

“记得是 2 0 1 1 年年
初，一位老人来我店里修
脚，我看见他的脚趾甲长
进了肉里，走路都有些困
难。”张焕芳说，在和那位
老人闲聊时得知，这位老
人来自寿张中心敬老院，
敬老院里还有百余位老人
都和他一样患有不同程度
的脚病。听了老人的话，又
想起了自己婆婆的裹脚，
张焕芳决定到敬老院走一
趟，为老人们义务修脚。

张焕芳说，她第一次
到寿张中心敬老院为老
人修脚时，很多老人都不
好意思，只有几个老人端
着盆子同意让她给修脚。

“我当时印象很深，有一
位老人脚趾甲可能是常
年没有修剪，脚趾甲长得
比脚趾都要厚，这种脚趾
甲用一般的指甲钳根本
剪不动，只能用轻刀一点
一点地刮薄。光他一个人
我就修了两个多小时。”
看到有人开始尝试着修
脚后，其他老人也纷纷让
张焕芳为其修脚，当天张
焕芳和她的两个助手一

共 为 5 0 多 位 老 人 修 了
脚。

此后的一年时间里，
张焕芳每月都要到寿张
中心敬老院为老人修脚。

“时间久了，张老师和老
人们就混熟了，很多老人
见了她就像见了亲闺女
一样。一听说她要来为他
们修脚，老人们立马带着
洗脚盆和暖壶到屋里排
队等候。”寿张中心敬老
院院长贾秀兰说，敬老院
里百余位老人的脚都被

张焕芳修过，现在老人的
脚 病 都 好 得 差 不 多 了 。

“除了来给老人修脚，张
老师还经常花钱给老人
们带些补品和生活用品，
现在她就像是敬老院的
一份子。”

看到自己修脚为这
些孤寡老人带来了快乐，
张焕芳十分开心。她说，
她将抽出更多的时间，走
遍全县敬老院，用手中的
修脚刀为孤寡老人们送
去健康，送去快乐。

敬老院老人见她像见了亲闺女

2 月 28 日，张焕芳在寿张中心敬老院为孤寡老人修脚。 本报通讯员 肖明磊 摄
张焕芳每个月都到敬老院义务修脚，老人见了她像

见了亲闺女。 本报通讯员 肖明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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