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编辑：朱文龙 美编：郭传靖 <<<<甸 柳 社 区 报 S05

五十岁跳芭蕾不是梦

李奇年轻时就热爱舞蹈，后来由于身
体不好，就将舞蹈事业暂时搁浅，改练键盘
类乐器。50 岁时，由于感知到自己身体的
老化，李奇想重拾舞蹈健身，这次她做了一
个在多数人眼里颇为大胆的选择：芭蕾舞。

据了解，游泳等运动锻炼出来的是一
种圆状的肌肉，而通过芭蕾锻炼出来的肌
肉是条状的，比较适合女性。“芭蕾舞是比
较有挑战性的舞蹈，对于身体和意志的各
个方面都是一种挑战。因为芭蕾，我才可以
在有些同龄人走路都不利索的时候，立着
足尖儿，非常轻盈地行走。”李奇说道。

起初，李奇在选择芭蕾时，许多人并不
理解。她说：“我的父亲由于是军人出身，能
够理解我选择芭蕾。但是很多人，其中包括
骨科专家和妇科专家，都不赞成我跳芭蕾，
认为我年纪大了不再适合跳舞蹈。”

但是李奇却有自己的判断。她结合自
己多年来的教学经验，用科学的方法总结
出了一套适合自己年龄段的教学舞蹈，即
用气息来支持身体。十多年的芭蕾训练，使
得李奇的体能和外貌已经与同龄人拉开了
远远的距离，今年 60 多岁的她看起来只有
三四十岁，令同龄人十分羡慕。

“美丽作坊”培养不老“天鹅”

李奇带领的舞蹈班，名字叫“美丽作
坊”。班里的学员从四十几岁到六十几岁，
不少学员甚至连一点舞蹈功底都没有，但
是李奇都来者不拒。她希望学员们通过练
习舞蹈来使自己的精神愉悦。“特别是对于
更年期的女人，可以通过跳舞抛开心里的
琐事，让心胸变得豁达、包容、善良，把美丽
和爱都传达出去。”李奇表示。

古典芭蕾是一种非常严格、科学的舞
蹈，对于老年群体而言，技术和能力远远达
不到古典芭蕾的要求。李奇便创造性地把
古典芭蕾《天鹅湖》改编成了 12 个人的《四
小天鹅》变奏，并凭借此创意在山东卫视

《让梦想飞》上一口气儿闯了三关，取得了

周冠军，让专业人士都赞叹不已。
李奇的另一个创新是将京剧和芭蕾结

合起来，创意了《戏梦》，并屡次获奖。2014
年底，东方歌舞团来济南，《戏梦》在一百多
个节目中脱颖而出，与东方歌舞团同台演
出，《戏梦》所获得的掌声一点都不逊色于
歌舞团的专业表演。在全国老年大学文艺
汇演中，《戏梦》曾经获得金牡丹奖。总导
演告诉李奇，《戏梦》是对中国国粹的一种
传承，京剧与芭蕾结合的创意是很难超越
的。

2015 年 8 月，在烟台举办的世界老
年大学揭牌仪式上，外国友人对《戏梦》大
加赞赏。“我们的风采和体能让外国人目
瞪口呆，我们为中国赢得了很多光彩。”提
起那段经历，李奇依然感到无比自豪。

人生就要活得精彩

如今，李奇的同龄人大多会在家里做
法、照看孙辈，李奇觉得那也是一种很好
的选择，不管怎样，人都要活得精彩、有内
容。在她看来，活着，无论多大年龄，都是
一种境界，是一种对个人人生轨迹的场景
设置和精彩演绎。“什么样的精彩需要你
自己去设计，是满园春色或者是一片绿
草，要由自己来写。虽然忙着舞蹈，但是我
依然可以把家庭做好，依然可以当一个好
妻子、好妈妈，这些并不存在任何冲突。”
李奇谈道。

李奇是一个随心的女人，做事就要她
做自己喜欢的、愿意做的，不求回报、不计
得失。十多年来的芭蕾舞逐梦路上，无论
汗水、泪水还是委屈，她都默默克服，坚持
了下来。
这是意志和毅力的较量，李奇老师愿意把
这种芭蕾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
高雅、收获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追逐梦想的人血液是非常干净的，心
灵也是不老的。音乐和艺术养育起来的生
命，是立体的、有个性的。李奇说：“我们应
该有这样一种精神：老了，我们依然健康，
依然有自己的生活主题，这种主题能够给
社会和国家带来一种自己的风尚。”

爱奉献，思想不退休

退休之前，王晓力曾经是济南广友物
流配送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会计，主管公
司的财务工作，一干就是27年。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多年来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
任怨，参加工作后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岗位标兵，也曾获得局系统帼国建功
立业等荣誉。

2007年，王晓力从单位退休转入社
区，退休之后，她就在家里照顾起了自己
80多岁的老母亲。老母亲的身体比较硬
朗，不用她操太多心。闲暇之时，她就主动
联系社区居委会，在家门口做些自己力所
能及的志愿服务工作。

平时一有空，她就在楼前楼后打扫打
扫卫生，捡拾一下楼道里的垃圾，总是乐
死不疲。每当社区里有活动需要通知的时
候，她从来不嫌麻烦，挨家挨户上门通知，
一定要把活动材料亲自送到居民手中。要
是遇到下雪天，她还会积极清扫楼前积
雪，为居民出行提供方便。邻里街坊有需
要帮忙的地方，她也总是义不容辞地施以
援手。

除此之外，王晓力还参加了社区合唱
团，既是充实自己，也是为丰富社区文化
出力。在合唱队，她也是个热心肠，演出的
时候，她总是主动要求为大家演员看管服
装，整理演出服。

王晓力说：“社区是大家的家，既然生
活在这个大家里，就理应为这个家做出点
贡献。我虽然没有什么大能力，但是可以
力所能及地做点小事。人退休了，思想不
能退休，要继续为社区建设发挥余热，这
样人生才有价值。”

抗癌症，一晃已七年

2009年7月，一次查体打破了王晓力原
本平静的生活，她被确诊为乳腺癌。“什么征
兆也没有，家里着实被吓了一跳，急急忙忙
地就住院了。”王晓力坦言，当时的想法很
多：如果自己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女儿刚上大学不久，家里又有80多岁的老母
亲需要照顾，这些重担交给谁？

那段时间，她常常以泪洗面，家里人
也很是为她担心，王晓力住院期间，她的
老母亲瘦了足足有十斤。王晓力不仅在心
里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身体上也受着
巨大的煎熬。化疗所带来的痛苦，她说她
现在都不愿意回想。头发脱落，使她出门
不得不带上假发，再加上整天要打吊瓶，
很是折磨。

但是，王晓力并没有退缩，她选择勇
敢地面对现实，以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
争取早日康复。如今谈及所做的乳房切除
手术，王晓力说起来云淡风轻，“得癌症的
人有很多，我不过是他们之中最为普通的
一份子。相比之下，我所受的痛苦并不算
什么。”2009年11月，化疗告一段落。如今，
七年过去了，王晓力依然走在抗癌路上。

闲不住，当起“发行员”

从那之后，王晓力更加珍视生命，也
更加重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化疗结束
后不久，2010年开春，她就又投入到了社
区的志愿服务工作当中。

在济南市创建卫生城市中，她积极响应
社区居委会的号召，参加各项创建活动，清
理垃圾、小广告、定期巡逻……尽自己最大

努力，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做贡献。
王晓力的双膝患有滑膜炎，犯病时膝

盖积水不能弯曲，行动受限，经常疼痛难
忍。但她却说：“人太少了，如果我不干的
话，那别人就得干，我必须咬牙坚持下
去。”疼痛难忍时，王晓力经常是立刻吃上
止痛药，等病痛稍微缓解后，就继续去辖
区巡逻。

王晓力所住的院内有五座楼，十九个
单元，在创卫过程中，她去过每一个单元
的每一层，手持喷壶铲子，认真地清理每
一寸小广告。“虽然很累，但看到整洁的墙

面和干净的楼梯，心里便有一种欣慰感和
成就感。”她说。

有了《甸柳社区报》后，王晓力还当起
了“发行员”。她负责的区域内，总共有170
个集中报箱，每次新一期的社区报出版
后，她就将社区报逐份发放到每个报箱
内，让院内的居民能够及时看到报纸，第
一时间通过社区报来了解社区状况。

她说：“社区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
事，能把这些小事做好，是我作为党员的
一份义务，一份责任，我会把这份工作一
直坚持下去的。”

“不老”的芭蕾舞者李奇：

追追逐逐梦梦想想，，舞舞出出自自己己的的精精彩彩

甸柳五居热心居民王晓力：

抗抗癌癌七七载载，，帮帮助助别别人人充充实实自自己己

提起芭蕾舞，通常都觉得是年轻人的活动，可在甸北社区就有一
位“不老的小天鹅”。她叫李奇，今年已经60多岁，是千佛山办事处老
年大学的芭蕾舞老师，李老师称她的舞蹈工作室为“美丽作坊”。因为
芭蕾，她拥有了年轻的外貌和健康的体魄；因为芭蕾，她收获了精神
上的满足和愉悦。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实习生 赵姜丽 侯耀婕

李奇在排练中，步伐轻盈婉似天鹅。

王晓力是甸柳五居的居民，今年59岁。退休之后她照顾老人，收拾家里，闲来无事唱唱歌，参加参加社区活动，一切看似平平常常。外人也许很
难想象，她患有癌症，并已与癌症顽强斗争了7年。病疼并未改变那颗乐于助人、积极向上的心，她用行动展示了的人生价值。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实习生 赵姜丽

在王晓力羸弱的身体下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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