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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孝顺，在外热心

身身边边有有个个““爱爱管管闲闲事事儿儿””的的孝孝子子

不不图图麸麸子子不不图图面面 不不以以善善小小而而不不为为
七旬夫妇马春华、马俊凤：楼里停电了，先想着给邻居送蜡烛

带动老少一起练拳，
身体好才能多做贡献

张荣林今年60岁，但是
身体强健，精神饱满，看上去
像40多岁。他从13岁开始练
习少林拳，两年前来到名士
豪庭小区开始学习太极拳，
现在，他已经是太极拳班的
一名组长了。“少林拳练习外
功，太极拳练习内功，两个合
起来练，我的身体就越来越
好了。”

以前在老家淄博，张荣林
就经常参加村里镇上的演出，
比如正月十五的花灯表演。来
到济南后，他又参加了社区的
春节联欢活动。张荣林说，今
年还会回淄博老家参加一个
武术比赛。说到兴起处，他还
现场表演了几招拳法。

不仅参加各种活动，张

荣林还义务教学小区保安人
员一些拳法等。他觉得提高
保安的能力能为社区提供更
好的安全保障，这是他作为社
区居民义不容辞的。张荣林
说，他之所以参加各种活动，
包括义务教学，是想起一个好
的带头作用，让不仅仅是老年
人，还有年轻人一起锻炼身
体，提高身体素质。

“你看看我今年这么大
岁数了，但是身体好，不会给
孩子带来负担，还能继续为
社区、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也
想给年轻人一个积极的影
响，让他们也注意锻炼身体，
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工
作，更好地为他人服务。”张
荣林说。

张荣林的老家在淄博博山
的一个农村，由于儿女工作后在
济南成家，两年前他也跟随儿女
来到济南。张荣林虽然有兄弟3
个，但是老母亲这么多年来愿意
跟着他过，他二话不说就把母亲
从淄博老家带到济南来一起照
顾。现在他们家是四世同堂：张
荣林上有母亲，下有一岁多的孙
女和外孙，一大家子住在一起，
生活幸福。

张荣林的母亲已经83岁高
龄，耳朵聋了，牙齿也掉光了，张
荣林就带着老母亲跑大医院，给
老母亲戴上助听器，一次次跑医
院给母亲换上一口好牙，现在老
人吃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牙好、
胃口就好，老人家的身体比原来
硬朗多了。母亲提出什么事，张
荣林从来也不违抗老人家的意
愿。

要是让张荣林说说为什么
这样孝敬老母亲，他说不出来多
么高深的道理，但是“家庭的和
谐，从孝顺老人开始”，却是他一
直坚信且奉行的信念。孝敬不
难，难得的是孝敬的事他一直重
复着做，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照
着“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
志”这句话来的。

教子须是以身率先。在张荣
林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儿女也都
很孝敬老人，照顾老人，常常带
老人出去走走，爬爬千佛山，逛
逛大明湖……还给老人讲一些
有趣的故事，让老人开心。每逢
月末，是张荣林一家开家庭会议
的日子，老母亲、自己和老伴、儿
子儿媳、女儿女婿，加上两个还
未上学的小孙儿，一大家人坐在
一起，吃饭聊天，总结着过去，计
划着未来……

家庭和谐，
从孝顺老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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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兢兢业业，退

休老有所为

今年76岁的马俊凤女士
退休前是在宝华街小学教语
文，一教就是35年。对于那些
爱调皮捣蛋、成绩不好的孩
子，她往往更上心，有时候还
带回家给他们补课；还让所
有孩子都参与班级管理、轮
流担任班干部，培养他们的
责任心。

“那时候就是本着一个
字——— 爱，热爱党的教育事
业，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学
生，要有担当和责任心。”马
俊凤说：“刚退休的时候，我
也觉得空落落的，正好少年
宫邀请我去给他们辅导‘小
红花征文’，我就去了，这一
干就是10年。”

2013年8月，马俊凤从数
百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当选
济南话老年女性发音人。有学
生从电视看到了老师的身影，
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年
底，10位学生一起看望昔日恩
师，让马俊凤很是感动。

从2002年，马春华、马俊
凤夫妇就成为济南市老年大

学的学员，先后学过诗词、太
极拳、交谊舞、声乐等，现在
正学习国画，几乎每周都按
时去上课。屋里有一幅两人
共同创作的“半成品”，牡丹
国色天香，山石层叠有致。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写道，人
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
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
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
羞耻。”马春华说。

我们就做了点儿力

所能及的小事儿

马俊凤说：“大家能住在
一起就是缘分，要以和为贵，
只要是对大家有益的事就尽
力去做。”不管是以前在大明
湖畔居住，还是在现在的三
箭平安苑小区，这对夫妻都

是邻居们的贴心人。至今每
天晚上11点左右，马春华都
惦记着下楼关防盗门。“这样
大家都安全，大家都好。”马
春华说，“都说远亲不如近
邻，到哪里都得帮忙！”

在三箭平安苑小区里，
他们以前有一户邻居经常网
购，但白天上班不在家，收快
递就经常由马春华夫妇代
劳。有一回楼里停电，马俊凤
想起楼上有一户刚生了孩
子，翻出蜡烛后先给那家人
送上去。像这样的事情，老两
口真是没少做。

马春华夫妇有一位朋友，
因为家里的一些情况导致心
情一直不大好。老两口就常陪
着她聊天，还带动她一起去老
年大学学习。慢慢地，这位朋
友在声乐班找到了自己的新

天地，现在不仅是老年大学声
乐班的合唱队的骨干，还是自
己单位里中老年艺术团的骨
干。“看到她现在就跟换了一
个人一样，精神也好，人也开
朗，我们打心眼里替她高兴。”
马俊凤说。

七旬老人还经常想

着给别人让座

虽然已经79岁高龄，马
春华身板仍挺硬朗，还经常
想着给别人让座。他告诉记
者：“就算是在外面碰到的陌
生人，能帮也得帮，做人就是
得相互帮助。”马俊凤笑着介
绍，老伴儿马春华还挺洋气
的，下车离开的时候若是旁
边是个外国人，他还会用初
中时学的英语让座：“ s i t

down, sit down！”
马俊凤说：“我们做的

都是些小事儿。我们两口子
这 辈 子 就 尽 量 做 到 一
条———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以恶小而为之。我们都是党
员，一直紧跟形势，不忘学
习。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事
儿，咱们就做；凡是不利于
社会的事儿，或者违法乱纪
的事儿，决不做。”

对于什么是“幸福”，马
俊凤说：“我们现在这个年
龄，只要能自理、能行动，对
于自己愿意做的事儿，也还
能做到，这就是幸福。不管是
对子女还是对社会，都尽量
不给别人添麻烦。”

马春华则说，“毛主席曾
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
要你有这种精神，你就是一
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根据这
个准则，咱们做人，就要先做
人、后做事儿。只要人品好
了，犯法的事儿咱们一概不
做，违反党的原则的事儿咱
们一概不做，掌握住这一条，
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吃得
饱，睡得着。”

马春华、马俊凤夫妇是三箭平安苑社区的热心人，他们经常为身边的人着想，为周围的
事儿奔忙，却从来都“不图麸子不图面”，乐于助人早已成为习惯。对此，79岁的马春华先生
说，“能帮就帮，促进家庭和谐、社会和谐”。

在一个微风和煦的午后，我们拜访了这两位可亲的老人。两位马老师热情地将记者引
进屋里，客厅里挂着两位老人的一些画作，茶几上的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电视里播放着一
档书法节目，马俊凤正看得津津有味。

本报记者 肖龙凤 实习生 王冠婷 韩雪 通讯员 袁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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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林不仅孝敬老人，

更是小区里有名的“好管闲
事”的人。“我特别好管闲事，
但是我们小区的居民素质都
挺好，偶尔碰见一些不好的
行为，我就会上前制止。”张
荣林说，平时在小区里散步
或是带着孙辈玩的时候，有
时遇见一些遛狗的人不收拾
狗的排泄物，就会上前提醒
他们收拾好了再走。

张荣林说：“小区是大家
的，环境也靠居民一起爱护，
环境好了我们散步也会有好
心情。”由于张荣林总是礼貌
地跟人讲道理，并且对事不
对人，很少因为“爱管闲事”

而与人发生口角。
张荣林的“管闲事”还

体现在他多次拾金不昧上。
他捡到过两次钱包，都想办
法联系到失主原封不动地
交还了，还不留下姓名悄悄
溜掉。“这是应该的，谁还没
有个难呢？”张荣林的好管
闲事给他带来了良好的人
际关系。“我的邻里关系特
别好，看见邻居有事时我乐
意主动帮忙。”他表示，自己
刚搬上楼的时候不是很习
惯，对门的邻居都不认识。
后来由于他的“爱管闲事
儿”，整个楼上的邻居几乎
都认识他了。

“爱管闲事儿”的热心人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住着这样一位老人，他照顾
八旬老母亲用心细致，是典型的孝子；他“爱管闲事儿”，
在小区里看到不文明的行为就忍不住要说一说。他就是
张荣林。近日，记者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见到了张
荣林，他刚与伙伴们在居委会活动室练完太极拳。

本报记者 肖龙凤
实习生 张艺夕 李旭 通讯员 高燕

张荣林与母亲的欢乐合影。

张荣林打起太极拳来如行云流水。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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