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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社区

重阳节“姐妹花”将与五支志愿者团队走进华汇老年公寓

本本报报邀邀您您加加入入““敬敬老老志志愿愿者者””

8日上午，阳光明媚，济宁市
华汇老年公寓，很多老人在晒太
阳，快到重阳节了，老人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多来看看她们。一位
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天天都到办
公室给儿子打电话，说自己想吃
饼干，想喝牛奶，其实就是盼着
子女多来看看她。

老 太 太 叫 刘 桂 兰 ，今 年 8 2

岁。上午 1 1点左右，记者看到她
时，她正在看电视，由于耳朵聋
了，几乎听不到外人说话，更听
不到电视里的声音。见到有人来
看望自己，老人非常高兴，一直
拉着记者的手不放。“快进屋坐
坐吧，屋里也没怎么收拾。”老太
太说，孩子们一个多星期来看她
一回，每次来待的时间也不长。
这个中秋节她就是一个人在老
年公寓过的。工作忙，没时间来，
我天天给儿子打电话，女儿在临
沂，很少回来。儿子在城区工作，
周六周天经常来看老人家，桌子
上放的月饼，就是她儿子中秋节
带来的。

与刘桂兰一样在华汇老年
公寓生活的有1 0 0多人，其中4 0%

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刘老
太太天天都到办公室给他儿子
打电话，有时说自己想吃饼干、
苹果，有时说想喝牛奶，让他儿
子送过来。”济宁市华汇老年公
寓院长时迎珍说，老人在这里不
缺吃不缺穿，但挺孤独，特别希
望孩子们多来看看她。

中秋节那天，一位七十多岁
的大爷，一天到办公室里来了五
六次，问他孩子来看他了没有。
结果等到晚上也没见孩子们来，
特别失望，走出办公室时眼里泪
汪汪的。“中秋节当天有两三个
爱心企业送来了生活用品，还有
济宁医学院的学生到这里给老
人打扫卫生。”时迎珍说这些老
年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关心，更
需要精神上的关怀。

本报记者 范少伟

有人探望最快乐

八旬老太渴望关怀

本报济宁 1 0月 8日讯
（记者范少伟） “每逢佳节
倍思亲”，在重阳节家家户户
高兴团聚时，我们不能忘记
身边还有一些寄居在敬老院
里的孤寡、独居老人们需要
关心。为了给这些孤独的老
人们送去一份节日的温暖，
在又一个重阳节即将来临之
际，本报“姐妹花”将联合五
支志愿者团队，在 1 0月 1 3日
重阳节当日走进华汇老年公
寓。同时，也邀请您一同加入

我们的“敬老志愿者”队伍。
8日，记者走进位于城区

火炬路与济邹路交汇处的华
汇老年公寓。在院子里，记者
看到四处挂的都是老年人的
被褥。“有的老年人生活不能
自理，大小便都在床上，他们
的衣物，每天都要清洗。”济
宁市华汇老年公寓工作人员
陈阿姨告诉记者，由于很多
老 人 已 失 去 了 生 活 自 理 能
力，所以平时更需要细心照
料和关怀。

记者看到陈阿姨把馒头
泡在米汤里，加些豆腐菜，然
后再一勺一勺喂到老年人嘴
里。“人都有老到不能动的那
天，明白一些的还好，有的老
年人不明白，开口就骂人。”
陈阿姨说，老人们平时特别
孤单，虽然有人伺候着，但也
特别可怜。

为了在重阳节给这些寄居
在敬老院的孤寡、独居老人送
去一份实实在在的“礼物”，本
周日上午，本报“姊妹花”将走

进华汇老年公寓，与五支志愿
者团队一起帮助生活在这里的
100多位老年人理发、修脚、打
扫卫生、聊天……如果您有时
间，如果您有一份爱心，也希望
加入我们的“敬老志愿者”团队
走进老年公寓，陪老人们度过
一个难忘的重阳节。

目前本报已开通重阳节关
爱老人报名热线，市民可拨打
2110110或13506389427报名参
加周日重 阳 节 的“ 敬 老 志 愿
者”献爱心活动。

济济宁宁城城区区有有位位面面塑塑达达人人
面塑艺人李刚：十余年练就技艺，赋予面团生命气息

一块蒸好的面团儿在李刚
手里搓一搓，捏一捏，用小刀一
划一勾，一个笑面人像便脱颖而
出。8日，面塑艺人李刚在家里向
记者展示了他的绝妙手艺。走进
李刚的家记者看到，客厅的落地
窗台便是他的面塑工作台。上面
放着各种资料，面塑工具和还未
成型的面塑作品。一件件人物面
塑神采各异，栩栩如生。

今年45岁的李刚是一名司
机，从小就喜爱捏面人。“小时候
家里穷没有钱买零食，就天天跟
着捏面人的师傅玩，师傅偶尔会
送给我面人当零食。”李刚笑着
说，经常看师傅捏面人自己便也
学会了，这么多年一直作为业余
爱好。专心研究面塑是在2000年，
当时国家大力提倡非文化遗产
继承，这让李刚有了发扬面塑艺
术的想法。为了捏出形象逼真的
面塑作品，李刚经常去书店翻阅
相关书籍，还学会了上网查资
料。美术、力学、人体结构、历史人
物描写、只要对面塑有帮助的书
籍和资料，李刚都会去看。

“我的每一件作品都是自己

的原创。”李刚说，创作一件面塑
作品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每一次作品完成后，他都会高兴
好几天，打电话让朋友来看，请
朋友喝酒。完成一个作品后又迫
不及待的构思下一件作品。“外
行人都觉得捏面的手艺很绝妙，
其实构思和蒸面才是最关键的
环节。”李刚说，人物面塑最关键
的是对表情和动作的构思，将静
止的人物捏出动感，而这就需要
将面蒸得很有弹性。为了刻画真

实的表情动作，李刚常常要做各
种动作以寻找灵感，也常常因为
没有灵感而放弃正在进行的作
品构思。

最让李刚得意的作品叫《五
十年代农耕图》，两个农民一前
一后，脸带笑意，拉着牛耕做耕
地状。“2010年秋天到农村，看到
农民正在种小麦，他们虽然在干
活，但是脸上充满了笑意，我瞬
间来了灵感，回来以后就捏出了
这件作品。”李刚说，盯着这件作

品看，挺有趣的，看过的人都会
笑。

作为济宁非文化遗产的继
承人之一，李刚最大的心愿是将
具有济宁本地特色的面塑艺术
发扬光大。“我并不在乎这门手
艺能给我带来多大经济利益，但
却非常希望能将它传承下去，让
更多的人了解咱济宁的面塑艺
术。”李刚说，如果有想学习这门
技艺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和他联
系，他将免费传授技艺。

李刚做的面塑栩栩如生。本报记者 范少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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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少伟 实习生 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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