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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余热，回报社区

柳柳方方安安：：社社区区里里
唱唱响响和和谐谐曲曲

“柳团长，柳团长”，居民所称呼的是甸柳第四社区居委会社区康
乐艺术团团长柳方安。长期以来，柳团长带领60多名老年文艺爱好者
排练节目，用动听的歌声活跃着社区文化氛围。同时，作为一名社区
骨干，他传递民情，共商社区事务，促进了社区的和谐。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艺术团的柳团长

党支部的柳书记

柳方安不仅歌唱得好，
而且他还是咱们甸柳第四社
区第四支部书记。作为一名
老党员，柳方安对自己的要
很高，总是积极配合社区开
展好支部活动。

虽然平时艺术团的活动
以及社区的事务很多，但是
柳方安从来没有放松过党建
工作。根据社区的要求，每月
一次的集体学习活动，柳方

安都提前组织大家参加。为
了让大家更直观地学习党建
知识，在社区的支持下，专门
邀请了辖区居民、山东大学
的退休教授为社区党员作了
专题辅导报告，使大家受益
匪浅。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柳
方安在社区里也处处发挥着
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甸柳四居是典型的老旧社

区，柳方安所在的居民楼虽
然是单位宿舍，相对封闭，但
是年久失修，楼道里堆满了
杂物。创卫期间，借助“楼道
革命”的契机，居委会下大力
气对楼内杂物进行了清理。
在这一过程中，柳方安配合
居委会，反反复复地给居民
们做动员工作，而且身先士
卒带头清理，最终使老楼的
面貌焕然一新。

议事会的柳代表

柳方安是社区协商民主议
事会成员、社区评委会成员，代
表社区居民行使民主权利，为
社区的发展建言献策。

协商民主议事会讨论的
都是居民的关心事、烦心事。
小区里有居民私自设立车位
锁，把公共停车资源据为己
有；居民楼里存在大量的小

饭桌，在方便学生吃饭的同
时，给居民的正常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困扰……

这些问题单纯靠街道和
社区的力量显然不够，议事
会的出现就好比搭建了一个
平台，把各方的力量汇聚到
一起，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

柳方安正是这个机制中
的关键一环，发挥着桥梁和
纽带的作用。传递民情、为社
区发展建言献策、在社区治
理中带头执行议事会敲定的
方案，每一步都离不开柳方
安的努力，他和其他社区骨
干一样，共同构成了社区和
谐乐章的重要音符。

柳方安爱好声乐，退休
后，来到社区这个大家庭继
续发挥余热。2009年，他正式
加入甸柳四居康乐艺术团，
在担任这个艺术团的团长之
前，他考虑了很久，直到社区
书记再三劝说才开始走马上
任。

“不是我不愿意担任，而
是我顾虑自己能否胜任这一
职务。”柳方安解释，自己多
年来对声乐的热爱是出于个
人爱好，并不很专业。其实年
轻时，柳方安就与声乐结下
了不解之缘，在单位工会任

职期间，也有很丰富的组织
队伍和文艺演出经验。

既然干了，就要把这事
干好。艺术团最初只有十多
名队员，在柳团长的努力下，
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加入到其
中，如今已经有六十多名队
员。队员多是退休在家的社
区居民，其中也有不少慕名
而来的周边小区居民，平均
年龄达到六十多岁。

队伍扩大了，教学的形
式也需要与时俱进。经过摸
底，柳方安把队员分成了两
个班次。基础班适合零基础

的居民学习，平时就在社区
的活动室里排练、学习，还专
门聘请的声乐教师保证每周
一次的常规授课。提高班重
在深造，有更多的机会去参
加演出和比赛，平时在历下
区文化中心开展教学活动。

每周固定的两个班次教
学，柳方安都会参加。在他的
摸索和坚持下，康乐艺术团
不仅人员不断发展壮大，而
且演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多次参加了市、区的文艺演
出和合唱比赛，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

柳方安热衷社区事务，对党建也是极为上心

“孝顺孝顺，关键是顺”

王王永永泉泉：：尽尽孝孝十十余余年年如如一一日日

照顾父亲无微不至

王永泉的父亲一直身体不
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
疾病，2013年春节，老人因心梗
和脑梗加重，再度住院，自此落
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生活不
能完全自理。从那一刻起，王永
泉开始形影不离地照顾父亲，一
晃就是三年。

老人行动不便，吃喝拉撒都
需要人照应，王永泉就长年睡在
老人屋里的那张折叠沙发床上，
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陪伴着老
人。“住在一间屋里，老人半夜上
厕所叫我，我就能及时听到，不
会耽误事。”王永泉说。

尽管老人出门比较困难，王
永泉还是经常陪着老人出去散
散心。只要不是雨雪天气，不论
严寒酷暑，小区里的广场上总能
看到这对父子的身影。“整天在
屋里对心情不好，老人愿意出来
透透气，这也有利于身体的恢
复。”冬天的时候下午三点多
出去，夏天的时候下午四点多
出去，已经成为了老人固定的
外出散心时间。

今年 8 2岁的老父亲看起
来气色红润，精神头很足，这
都是得益于王永泉的悉心照
料。在老人的卧室里，一个不
起眼的纸盒子里装着一把特
殊的剪刀。“这是专门给父亲
剪药片用的”，王永泉解释，老
人每天都不能断药，有种药要
求是一日半片，想要把这种直
径只有一二十毫米的迷你药
片弄成两段着实不容易。在反
复试验后，这把剪刀成了剪药
的“神器”。王永泉的经验还在
许多病患家庭中得到了推广，帮
不少老人解决了吃药的难题。

照顾母亲形影不离

王永泉的老母亲多年前已
经去世，可提起她，王永泉依然
难以抑制其思念之情。王永泉的
母亲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也
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因为记
忆力衰退，同样离不开家人的
照顾。

王永泉的老母亲起初是
丢三落四，后来病情加重，开
始出现走失的情况。因为家住
一楼，一不留神，老母亲就可
能偷溜出去，有时候甚至端着
吃早饭的饭碗就跑了，一旦出
去，则找不到回家的路。每次
老人的走失都急坏了王永泉
一家人，赶紧到处去寻找，好在
总是有惊无险。

后来，王永泉就和街坊邻居
打招呼，请大家留意老母亲的行
踪，如果在路上看到老母亲一个
人，赶紧电话通知他。大家也为
王永泉的孝心所感动，平时格外
留心，此后这些“岗哨”确实帮了
不少忙，多次化解了“险情”。

再往后，老母亲的病情日益
加重，进入了阿尔茨海默病的

“缄默期”。不仅不说话，独自在
那里发呆，而且逐渐失去了自理
能力，就连吃饭喝水也需要王永
泉喂到嘴里。

病情前后持续了十年的时
间，老母亲最终安详离世。十年
间，为了照顾母亲，王永泉承受
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
而他却无怨无悔，用实际行动证
明了久病床前有孝子。

孝顺孝顺，关键是顺

王永泉说：“孝顺孝顺，关键
是顺，最难的也是顺。”在照顾父

母的十几年中，他也正是这么做
的。

物质上的孝顺是最基本的。
因为企业效益不好，上世纪九十
年代王永泉就下岗了，后来忙于
照顾老人，没有很多的时间出去
赚钱，因此家中的经济条件并不
算好，但是对于老人的物质需求
却总是尽量满足。

老父亲喜欢吃位于杆石桥
附近回民小区一家店铺做的高
庄馒头，王永泉就经常让女儿专
门去买来。老人喜欢吃地方小

吃，王永泉就经常让家人买草包
包子、油旋等给老人品尝。

相比之下，精神上的孝顺更
难。就拿王永泉老父亲来说吧，
老人本身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行
动又不方便，容易情绪不稳定。
而老人的病情又要求不能有太
大的情绪波动，因此顺从老人、
引导老人的情绪就显得格外重
要。

为了照顾老人，王永泉这些
年着实受了不少委屈，可家人和
亲友的支持却给了他极大的支

持和鼓舞。王永泉照顾老父亲，
王永泉的妻子就在背后默默照
顾他，他们的女儿对祖父也非常
孝顺。

提起孝敬老人，王永泉总说
这是应该的。“小的时候父母也
是这么把我们拉扯大的，如今父
母老了，需要我们反哺父母了。”
王永泉认为，自己对父母尽孝，
其实也是对子女的一种潜移默
化的教育，孝也成为他们家的优
良传统，“孝顺父母，家庭自然就
和睦了，家和万事兴”。

常言道，久病床
前无孝子。这句话中
包含了多少垂暮老人
无奈伤心的感叹。但
是年近六旬的甸柳三
居社区居民王永泉却
用十余年如一日的实
际行动，改写着这句
流传广泛的“名言”，
成 为 社 区 的 一 段 佳
话。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王永泉(后)用自己
的孝心谱写了一曲感人
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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