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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党员杨茂枢：

““是是党党员员，，咱咱就就要要配配合合社社区区工工作作””

2016年1月22日，解放桥社区举办迎新
春联欢会。在晚会上，杨茂枢亲自创作的快
板节目《说说俺们的心里话》更是把整场联
欢会推向高潮，通俗简约的语句、轻松明快
的节奏，展示了一年来解放桥社区在人居环
境、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解放
桥社区书记张舜玲说：“杨茂枢老师为人十
分热情，非常支持社区工作，特别是在文化
娱乐方面，大家都说‘我们社区的文娱生活，
那是绝对离不了杨老师的！’。”

杨茂枢老师今年74岁，威海文登人。说
起退休后和社区结缘，杨茂枢老师回忆说：“刚
退休那会，我们这些企业人员的党组织关系就
转到社区了，开始时也不太清楚居委会的工
作。有一次过年时，社区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一
条春节拜年短信，让我感动，没想到社区很看
重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平时接触多了，发
现社区也是一片广阔天地。”在快板《说说俺们
的心里话》里，杨老师也提到“到了社区，观念
全改变，原来的一切顾虑顿时消散。这里的
同志们，热情地接待咱，就好像对待自己的
亲人一般。”社区工作人员的真诚和热情让
杨茂枢决心在社区里发挥自己余热。

解放桥社区葫芦丝班也是杨茂枢老师
发起的，现在每逢文艺演出，葫芦丝班的学
员们都能撑得住场面。平时葫芦丝班的学员
们周二和周五去大明湖那学习演奏，周一上
午大家在居委会里练习。葫芦丝班的学员们
都非常感谢解放桥社区能为大家提供练习
乐器的地方，杨茂枢说：“社区为我们做的后

勤保障让大伙儿心
里暖暖的。”

杨茂枢老师是解放桥社区的文化活
动骨干，为社区活动尽心尽力，将退休后
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绽放在社区。摄影、
葫芦丝、天津快板是他的艺术爱好。作为
一名党员，积极配合社区工作，展现出非
常高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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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活动，

绝对离不了杨老师”

摄影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要爱好

从年轻时开始，杨茂枢就特别
喜爱摄影。杨茂枢回忆道：“那时叫
照相，当时照相机属于高档消费
品，一般人买不起，也很难有机会
接触到。好在单位因为工作需要，
配有一架德国造的照相机。我就利
用工作机会，学会了照相的一些基
本知识。不仅是照相，而且连冲胶
卷、洗照片等技术，也基本上能熟
练掌握。有时把自己关进暗室，从
冲洗、放大、定影、烘干、裁剪整个
流程，一个人全部包揽，乐此不疲，
往往是折腾了一阵子，打开门一
看，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现在杨茂枢老师还随身携带
一个数码相机，出门时遇到美丽的
风景便拍摄下来，汇集成册，闲暇
下来翻一翻，看一看，觉其乐融融。

从以前的胶片式相机到如今的数
码相机，杨老师感慨道：“自从有了
数码相机以后，特别是学会了利用
电脑把照片拷贝到电脑里，编上目
录，分门别类地存放到各个文件夹
里，既免去了高昂的冲洗费用，又
方便随时查看，还解决了相册的投
资和存放问题，真是一举多得。”

杨茂枢的老伴自退休以后，爱
上了画画，而且小有成就，尤其是
擅长画花鸟，近来又练习画山水。
由于老伴平时家务繁杂，没有机会
外出采风、写生，杨茂枢就常常有
意识地拍一些花草树木的根、茎、
枝、蔓、叶及花瓣等特写，有时遇到
秀丽的山川、美好的风景也拍下
来，这样既为老伴作画提供了素
材，也开拓了他摄影的路子，由过

去的单纯拍摄人物像，变成有山有
水有风景的多样化。

杨茂枢老师也坦言，虽然从年
轻时就开始接触摄影，也掌握了其
中的一些基本常识，但由于条件所
限，走的是“野路子”。为了提高自
己的摄影水平，2012年杨茂枢参加
了历下区举办的摄影培训班，从摄
影的基楚知识和基本理论开始学
习，走摄影规范化正规化的道路。

“现在我不管走到那里，都随身携
带着相机，只要发现好的素材，就
随手记录下来，不仅拍摄名胜古
迹，也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等自然景
色收进相机。摄影已经成为我老年
生活的重要内容，给我的老年生活
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使我的老年生
活变得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

“既然是党员，咱就要积极配合社区工作”

“既然是党员，咱就要积极配
合社区工作。”这是经常挂在杨茂
枢老师嘴边的一句话。作为一名老
党员，杨茂枢老师把社区党组织的
活动放在心上，积极参加，认真完
成党组织的任务。

说道创作快板，一方面得益于
杨老师多年来深厚的文字功底，年
轻时就喜欢快板，一方面社区工作
对杨老师很深的感触。“平时和社
区接触多了，感觉社区工作需要踏
踏实实去做，居委会日常琐碎事比

较多，和老百姓接触也最直接，真
心觉得居委会工作人员挺辛苦的。
比如收党费这事，关系挂靠在社区
的党员数量多，有的是老同志，不
在本社区住，有的退休后党组织关
系回到社区，观念转变不过来，这
就需要社区人员多费些心思。我写
天津快板，就是想表达我们这些社
区党员对社区的热爱，同时将社区
工作人员的辛苦反映出来，让大家
了解社区，关心社区发展。”杨茂枢
老师说。

创作快板的过程，杨老师自称
是个“急性子”。初稿要在一晚上必
须写完，一般写到深夜一两点，在
接下来的三四天里持续修改，直到
满意为止。经常写作的人有时候需
要到深夜才能静下心来思考文章
内容。杨老师在修改快板内容的过
程中，为实现文从字顺、韵律和字
数衔接配合得当，头脑中会不停思
索，甚至晚上来灵感时，为了不打
扰老伴休息，杨老师也要悄悄打开
电脑修改。

青春岁月献部队

杨茂枢老师精神矍铄，虽然岁
月在脸庞留下印记，但精气神十
足。杨茂枢出身农村，年轻时凭借
一颗懂得感恩、不怕吃苦的心，经
过艰苦奋斗，在家乡公社工作过一
段时间。由于杨老师的字写得很
好，很快成为单位业务多面手。后
来因为历史原因，杨老师不顾家人
的反对，毅然决定参军当兵。在部

队，杨老师刻苦学习技能、磨练意
志，服从指挥，这一干就是24年，青
春岁月献给了他热爱的部队。

1986年，杨老师从部队转业到
地方工作，直到退休。杨老师也经
常写点东西，有感而发。在《赞好公
仆》诗里，他为勤政为民的好干部
点赞：“星稀夜静月三更，常见寒窗
灯火明。关注新闻知国策，倾心社

会了民情。勤呈妙计怀天下，频举
良言利众生。衣带渐宽终不悔，愿
将肝胆付清平。”有感于战友的情
感故事，他写了一首《喜重逢》，感
叹造化弄人：“梦萦魂绕卅一年，别
亦心疼见亦酸。昔遇曾同西子美，
今逢难比莫愁妍。人生易老春常
在，岁月不休情仍牵。相顾无言唏
嘘久，白头共颂幸福年。”

杨老师（左）参加社区消夏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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