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小丫为修脚师。2010年，她创办了
第一个修脚店，店面开张不久，就开始为
老人免费修脚，一直持续到现在。还培训
了30多名学生，使他们有了可以谋生的一
技之长。为了回馈社会，她的店面坚持对
环卫工人、协警和7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实
行折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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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化肥厂退休工人杨宝生，酷爱旅
游探险。为了向游客宣传济南，他走遍了济
南泉水和省城老街巷，绘制了《济南七十二
名泉手绘路线图》和《济南府城手绘地图》，
并自费印制了1300多份赠给了十艺节期间
前来济南报道的中外媒体记者。

古语说得好“家有良田万
顷，不如薄技在身”，“薄技”被
世人看来是安身立命之本，但
有这样一群人。这些“薄技”在
他们看来不仅是谋生的手段，
还是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利
器。

随着中国的社会日渐老
龄化，老人怎么养老成了社会
的大问题。有很多老人到老年
大学学习。但也有老年人不仅
前去学习，同他人自娱自乐的
同时，还主动利用自己所学技
艺，奉献他人，到社会上为他
人奉献。像陈立英、马素禄在
退休后仍愿发光发热的老同
志并不鲜见。赵潇南、侯清这
样的80后，愿意利用所学服务
老年人的年轻人也会大批涌
现。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
己者容。”在责任市民中，有很
多候选人，他们用自己的技能
来发挥余热。如作为历下区片
警的赵克军不仅能兢兢业业
做好本职工作，还利用自己的
摄影技术为居民留念。

还有责任市民候选人为
非遗传承人，一直念兹在兹为
非遗传承奔走。郭金平多年来
坚持剪纸表演，免费向市民传
授技艺。在济南市有不少像郭
金平一样的非遗传承人，他们
发挥余热向市民传授技艺，也
是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
久传承。

通过自己的技艺来宣传
一座城市，让一座城市变得更
美好。济南化肥厂的退休工人
杨宝生为了宣传济南，绘制旅
游地图，还自费向媒体记者发
放。

修脚师陈小丫经营修脚
店，修脚技术让陈小丫有了谋
生的一技之长。她还免费培养
学生，让他们也有谋生技能，
并为老人免费修脚。陈小丫这
样的榜样也许就在你我的身
边。

邹桂兰和商埠挎包服务
队在才艺方面并不显眼，但是
并不妨碍他们也能“以我之
长，悦人之心”。他们通过艰辛
的努力，几年如一日甚至几十
年如一日为他人奉献。由此可
见，“以我之长，悦人之心”未
必就要有多么高深的技术。我
们作为普通的市民首先应当
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工作
外，利用自身所学的简单或复
杂的技能也能为社会发光发
热，“以我之长，悦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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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平为济南市民俗艺术馆专业剪
纸研究所副所长。为了能让剪纸这门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郭金平依然坚持传
统，靠一把剪刀搞创作。多年来，他坚持免
费展演，对于那些喜欢剪纸的人 ,他总是
乐于免费赠送和传授剪纸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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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邹桂兰为建新街道解放路社
区居民。她为街坊邻居免费理发已经51年
了，光推子就用坏了三把。由于热心助人，
邻居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儿唯独信任她。由
于她心底无私，邻居们对她都很尊敬。她
还在社区内义务当楼长、化解矛盾、劝阻
各种不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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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陈立英担任了两个艺术团
的团长，还做了10年的楼长。想尽办法建
立了一个近200人的老年人艺术团，她还
经常自出经费给团员印制曲谱，自掏腰包
看望有困难的团员。“退休前每周上五天
班，退休后每周上七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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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军】

赵克军是历下区智远派出所丁家社区的片警。
每次下社区、走市场，老赵都喜欢背着自己的相机，
把看到的点点滴滴变成照片。于是，每次拍完，老赵
总会将照片冲印出来，免费送给本人留念。7年共为
居民免费拍照4000多张。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孟燕 王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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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素禄原为历下区民政局职工，退休
后，他义务教社区居民唱歌，多的时候同
时指导五六个合唱团。如今，只要时间允
许，68岁的马素禄每周一、周五都来龙景
苑小区活动室教欢乐颂合唱团唱歌。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孟燕 王倩

【商埠挎包服务队】

在经二路社区，活跃着一支老年服务队，这就
是2014年3月份成立的“商埠挎包服务队”，共由8位
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组成。每周都上门给独居老人
打扫卫生、理发、聊天。居民家水龙头坏了，一个电
话，挎包队员就上门帮忙免费修理。

赵潇男、侯清是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学生。2012

年毕业后，赵潇男在济南从事少儿声乐培训，义务
到雅居园和黄金时代小区，教社区老年人唱歌。他
告别济南时，在附近上班的同班同学侯清又被他拉
入伙，志愿教老人唱歌。

【赵潇南、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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