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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苑社区有支民乐队

吹吹拉拉弹弹唱唱，，社社区区民民乐乐队队不不一一般般

解放东路社区舞蹈队队长毕诗静

老老有有所所乐乐，，舞舞出出青青春春神神韵韵
遵医嘱走上舞蹈路

今年 62 岁的毕诗静看
起来气色红润，精气神十足，
令人很难想象到几年之前，
她还是年年生病住院的“老
病号”。毕诗静之前并没有学
过舞蹈，是在 55 岁退休之后
为了锻炼身体才开始入门
的。

“我患有‘三高’多年，尤
其是血脂特别高，能达到
12，正常人才 1 . 7，那个时候
头整天晕晕的，每年都得住
一次院。医生反复建议我多
出去活动活动，锻炼身体。”
在医生的建议下，毕诗静开
始出来运动，首先她选择了
散步，但是一个人散步挺乏
味，走几次就不愿意动弹了。
后来，朋友约上她一起去老
年大学跳舞，没想到一发不
可收，自此以后，毕诗静爱上
了跳舞，这一跳就是六年。

常年坚持跳舞，对毕诗
静身体状况的改善起到了巨
大的作用。“跳舞对身体健康
很有益处，跳舞的时候运动
量很大，四肢运动起来就相
当于锻炼。”毕诗静表示，跳
舞之前，她腿疼得厉害，现在
感觉好多了，已经达到行动
自如的状态。

再一个好处就是精神状
态好了。毕诗静表示，自己一
跳起舞来就觉得有了精气
神，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像
以前独自在家，整个人都没
有活力，而且老年人凑在一
起聊聊天、说说话，心情也特
别舒畅”。毕诗静透露，她最
近几年身体状况改善了很
多，再也不用年年往医院“报
到”了，血脂已经降到 3 . 8 ，

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

社区里组建起舞蹈队

在解放东路社区，像毕
诗静这样喜欢舞蹈的居民还
真不少，聚到一起后，大家就
盼着能有个固定的活动场
地。于是，毕诗静和伙伴们一
起，来到解放东路社区居委
会，希望社区能够给老年人

提供一个舞蹈训练的场地。
见到大家有需求，社区

工作人员立刻同意把社区的
会议室腾出来供大家跳舞。

“因为是一室多用，所以练舞
蹈的时候要把桌子椅子都拉
出来，开会的时候再把桌子
椅子全移回去，来回一趟趟
的,全都是社区工作人员在忙
活，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很是
感动。”毕诗静说。

2015 年 10 月，解放东路
社区舞蹈队正式成立，毕诗静
成了队长。“如今，队伍不断壮
大，年龄最大的已经七十多
岁。”毕诗静高兴地说。

如今，舞蹈队的《鲜花陪
伴你》《卓玛》《枉凝眉》《望
月》《雪山姑娘》等已成为经
典节目，经常参加各种表演
活动，而且每支曲目都配有
统一的服装，这全靠社区的
大力支持。

“一开始，本来是想着动
员大家一起自己出钱买的，
没想到社区居委会得知我们
有这方面的需求后，主动申
请资金给我们买服装。有了
社区的支持，大家练习起来
也更加认真，大集都说不能
辜负社区居委会的信任。”

边学边教共同进步

社区舞蹈队主要跳的是
民族舞，刚开始组建的时候，
上课没有老师指导，由于毕
诗静一直在老年大学学习民
族舞，所以就担任起课堂的
老师。毕诗静说:“我一般就是
在老年大学自己学，回来再
教给大家。

自从承担起在社区教大
家跳舞的任务之后，毕诗静
去老年大学听课的角度也不
一样了。“以前就想着怎么把
老师教的动作学会，现在还
想着整体队形的安排、节奏
的把握等，这对我个人的提
高帮助也非常大。”毕诗静
说。

“退休之前，我看老姐姐
整天跳舞，当时并不能理解。
现在老了之后，才明白了其
中的乐趣。”毕诗静介绍，起
初女儿对她跳舞也是很不理
解的，但是有次看了舞蹈队
表演的视频，感觉很惊喜，从
那之后特别支持自己跳舞。

如今，毕诗静几乎天天
都出来跳舞，周二是社区舞
蹈队的固定活动时间，周三
在七色光公益大课堂学习，
赶上有演出或者比赛活动，
平时还经常和姐妹们一起

“加班”排练，日子越过越充
实，感觉人也越来越年轻。

八旬老人也来“入队”

“退休之后闲着干啥？不
如一起出来玩一玩”，提起民
乐队的创立，友谊苑社区民
乐队副队长朱瑜如是说。
2013 年 5 月的时候，民乐队
只有二十余人，渐渐地，小区
里的居民都知道了家门口有
个能聚在一起“耍宝”的地
方，民乐队就成了一块吸引
文艺人才的宝地。

二胡、扬琴、手风琴、笛
子、木鱼……在社区里能组
建起一支种类丰富的民乐
队，放在全市也不多见。如今
的民乐队成员，年轻的有五
十多岁，年纪最大的已经 84
岁了。他们聚在一起，不仅是
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磨炼
磨炼文艺本领，更能以这样
的方式为居民带去欢乐。

据民乐队队长张桂荣介
绍，友谊苑社区民乐队已在
历下区文化局登记在册，管
理较为专业。民乐队已成为
社区文艺表演的主力，每逢
春节、元宵节、妇女节等，社
区文艺汇演总少不了他们的
精彩节目。

俩队长又忙服务又“救火”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
带。张桂荣和朱瑜是民乐队
的队长和副队长，她们曾是
济南灯泡厂的同事，以前上
班的时候就喜欢在一起唱歌
跳舞，退休之后在社区里为
了民乐队，俩人又成了搭档，
彼此配合十分默契。

朱瑜的家中上有 85 岁
的老父亲要照顾，下有小孩
子要照看，依然挤出时间来
居委会活动，从不耽误民乐
队的正常工作。朱瑜做事非
常认真，每次民乐队在排练
和演出之后，她都主动留下
来收拾卫生、整理桌椅，做好
后勤工作。既要顾家又要顾
民乐队，她却做得井井有条，
无论是民乐队的成员，还是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提起她
来都是赞不绝口。

在这个团队里，张桂荣
和朱瑜还发挥着润滑剂的作

用。有人练习懈怠了，她们就
得去调动积极性；成员之间
有了矛盾，她们就分头跑去
调节；演出的时候不能全部
参与，落单的人闹起情绪来，
她们还得去做心理疏导。“我
们经常挨家挨户地跑，一跑
就是大半天！”张桂荣感慨
道。

两人对民乐队有着深深
的归属感，成员排练时，她们
就在旁边认真观赏，时不时
拿出手机录影，记录下活动
的点滴，当节目排到精彩处
时，她们的喝彩最为热情。

“咱们小区的文化建设越来
越好，都离不开她们的功
劳！”一位成员的感慨在民乐
队内引起了共鸣。

社 区 提 供 了 活 动

“根据地”

为了支持民乐队的日常
活动，友谊苑社区专门拿出
一间活动室，供乐队进行排
练。“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
大件的乐器有了存放的地
方，而且一年四季都能排练，
社区给咱们居民帮了大忙。”

乐队的指挥付先生说。
除此之外，社区居委会

也在物质上给予了民乐队很
大的扶植。民乐队需要添置
乐器，或者需要购买演出服
装，都可以向居委会提出申
请。对于这些，队员们也格外
珍惜，每次演出后，张桂荣和
朱瑜两位队长总是把衣服都
整理好，整齐挂放在储藏室
中，用布盖着以防灰尘，每件
衣服内衬上都用笔写了名
字，避免拿错。

“今后，乐队还得在专业
化管理和专业化演出上多下
功夫。”张桂荣介绍，友谊苑
社区民乐队现在面临着人数
多、管理粗化的问题。在接下
来的时间里，希望对民乐队
内的每个队伍都进行管理上
的细分，明确好责任人，以后
在人数、物品的管理，和活动
的组织上都要有明确的规则
制度。“管理规范了，民乐队
的发展才能可持续。”张桂荣
表示。

除了管理，艺术的提高
也非常迫切。为了排练出成
型的节目，队员们多是摸着
石头过河，成员要么是互相
学习，要么是去网上看教
程，这样就免不了多走些弯
路，也不利于队伍的良性发
展。艺术上的提高离不开专
业老师的指导，一直以来，
民乐队都缺少专业的指导
老师，而这正是友谊苑社区
民乐队亟需补上的一块短
板。“我们也希望民乐队能
有专业老师给大家指导指
导，帮助大家进步。”张桂荣
说。

今年 62 岁的毕诗静是解放东路社区舞蹈队队长。为了
锻炼身体，她退休之后开始学习跳舞，后来与社区居民一齐
组建了舞蹈队，成了舞蹈队的老师，带领大家一起排练、演
出。如今舞蹈队发展得越来越好，她的身体也越来越棒，老有
所乐的她，在社区里舞出了青春的神韵。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实习生 赵姜丽

二胡、扬琴、手风琴、笛子……在友谊苑社区，有一支由多种乐器组成的民乐队。这
群退休在家的社区老人怀着对音乐的爱好，聚在一起，各自抱着自己拿手的乐器切磋技
艺。虽然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但是这些土生土长的社区居民，用美妙的乐曲丰富了社
区的文化生活，也奏响了社区的和谐之声。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实习生 侯耀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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