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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建立
实习生 侯耀婕 王凯璇)
19日，本报爱心公益大集走
进历下区解放路街道后坡街
社区,为青后小区的居民送去
健康医疗、法律咨询、优惠搬
家等社区服务。山东省医学
科学院颈肩腰腿疼医院、济
南新亮律师事务所 ,蚂蚁搬
家、福寿园等爱心单位参加
了此次公益大集,给居民带去
家门口的便利。

作为一家中医骨科医院,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颈肩腰腿
疼医院给居民带来了骨病诊
断、中医体质辨识、推拿按
摩。在这次公益大集中，他们
接待了5名特殊的客人，说他
们特殊，是因为他们是青后
社区的环卫工。

据了解，这五位城市美
容师，以前并没有参加过按
摩服务。今天对于他们来说，
可谓大姑娘上花轿——— 头一
遭。刚开始，这些环卫工还有
点儿表情扭捏，战战兢兢不
敢向前。但是在山东省医学
科学院颈肩腰腿疼医院的医
生引导下，他们迅速摆脱了
刚才了羞涩，认认真真地接
受医生的推拿服务。

“环卫工这个群体，平时
下力很重，或多或少都有些
腰肌劳损。因为生活所限，很
多人都无法及时地进行推拿

按摩。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
动，使环卫工能够重视推拿
按摩。”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颈
肩腰腿疼医院一位医生对记
者说。

除了环卫工，社区老人
咨询的场景也很火爆。

“阿姨,您买的这些菜不
利于身体的恢复,得多吃些去
湿的食物,我给您写一下需要
常吃的菜。”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健康管理中心医生刘伟告
诉刚买完菜前来问诊的王女
士。义诊现场 ,颈椎病、腰椎
病、膝关节炎的预防和治疗
是诸多老年人关心的问题。

济南新亮律师事务所向
居民发放了新实施的《反家
暴法》普法手册和老年普法
维权手册。蚂蚁搬家现场为
居民讲解了如何防范搬家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2016年张刚大篷车成立
6周年,作为齐鲁晚报精心打
造的公益惠民平台,现已发起
活动近500期,足迹遍布全省。
本报公益服务大集旨在实现
专项服务与集中服务相结合,
日常服务与长期服务相结合,
重点人群服务与普遍服务相
结合 ,搭建社会组织服务平
台,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精
细化、个性化的社区服务。

今后,本报爱心公益大集
将在每周周末继续走进济南

各大社区。目前,爱心征集仍
在进行 ,欢迎更多的公益单
位、志愿者加入我们,让我们
一起为居民提供更贴心、更
优质的服务。您可以继续通
过本报热线96706126、张刚
大篷车微信、壹家社区服务
中心统一电话4001176556、
壹家APP进行报名。

为高跷，他殚精竭虑

上了年纪的人，可能会记
得，济南曾经有个东舍坊高跷
队。作为济南众多高跷队中的
翘楚，他们技艺高超，表演精
湛，深受当时百姓的欢迎。

但是拥有120年历史的
东舍坊高跷，却如一艘行驶
在历史长河的孤舟，在漫长
的历史波涛中，被时光悄无
声息地吞没。

看着平静无波的河面，
再无半点涟漪，李传运作为
历史的见证者，再也坐不住
了。他要复兴东舍坊高跷，重
现当年辉煌。

为了重建高跷队，李传
运没少跑上跑下，吃了很多
苦，流了许多汗，但是，他并
没有放弃初心。终于，上天为
这位倔强的老人打开了一扇
窗。东舍坊片区完成回迁，李
传运联合高跷世家董文臣、
王立国等人一起建立了东舍
坊高跷队。

那一天，李传运笑了，他
仿佛看到年轻时那五彩斑斓
的戏衣，那轻盈曼妙的舞步，
他仿佛又听到了老少爷们的
大声叫好声。

但是，窘迫的现实将李
传运的幻想无情地击碎。

高跷队建立后，没有服
装，没有道具，最关键的是资
金还不够。很多人都在旁边
看笑话，看这个倔老头如何
应对这个局面。

尽管一切都对李传运不
利，但是李传运仍然坚信，事

在人为，没有爬不过去的山，
没有跨不过去的河。没有服
装，李传运便鼓励大家自己
出资购买服装，没有道具，他
便组织购买木材，自己制作
高跷。

“七八月份的天，烈日炎
炎，大家都大汗淋漓的，但是
都很开心。不管多么艰难，都
要把队伍建起来，老一辈的
技术不能断，这是对传统文
化的继承，也是民族意识对
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视。”回忆
过往，李传运感慨万千。

苦心人，天不负。在李传
运等人的努力下，重建的东
舍坊高跷队度过了初创的困
难时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
期。如今，东舍坊高跷被评为
历下区和济南市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得到了各级政府的
重视，沉寂了20多年的高跷
又获得了新生。高跷队已经
发展壮大到了100多号人，平
均年龄50多岁。

随着队伍的逐渐壮大，
李传运身上的担子又沉重了
许多，由于高跷队是民办非
企业，古稀之年的他，为了企
业注资的事挨个跑了辖区单
位，寻求资金支持。谈及这
些，李传运并没有抱怨，反而
对记者说：“为了东舍坊高跷
的复兴，为了高跷队能走出
济南，走出山东，受这点苦又
能怎样？”

在社区，他尽心尽力

李传运不仅是传统文化
的捍卫者，还是社区生活的

热心人。
李传运年轻时是部队宣

传队的一员，能歌善舞，雅好
表演。退休之后，便通过民主
选举，做了历下区魅力艺术
团的团长。

艺术团里有歌舞团、说
唱团等十几个队伍。每当艺
术团里有活动，他都积极组
织，不仅如此，他还参与到活
动中来，表演说唱。

“在有生之年，要给自己
开拓一定的思路，让自己活
一天要有一天的价值。参加
艺术团，一方面既活跃了社
区文化，另一方面又锻炼了
个人身体，延长了寿命。”李
传运对记者说。

李传运不仅会表演，而
且他还是历山路社区第一党
支部书记。作为一名老党员，
李传运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总是积极配合社区开展党支
部活动。

“尽管年纪那么大了，可
是每当有什么工作，他都义
不容辞的去做，前段时间东
舍坊的楼层有质量问题，需
要跑问卷调查，李传运便挨
家挨户敲门送表，我们很是
感动。”社区居委会的孙少萍
说。

作为一名党员，他对生
活在周围的居民情况不仅非
常了解，而且很热心，除了做
最基本的党内工作外，家长
里短他都会帮忙，出面调解。

“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义不容辞地要为这个家挑
点担子，让大家庭多点和
谐。”

本报公益大集走进后坡街社区

环环卫卫工工头头一一回回享享受受到到推推拿拿按按摩摩

历山路社区居民李传运：

坚坚守守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社社区区忙忙人人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实习生 赵姜丽

69岁的李传运是个大忙人，一边他要为东舍坊高跷的复
兴操心，一边他又要为历山路社区的发展操劳。但是这位年
近古稀的老人，从来没有喊过苦，喊过累。尽管遇到很多挫
折，碰见过很多误解，这位老人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咬定青山
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这位性若磐石的老人终以自己的
坚持守护了传统文化的灵魂，也赢得了居民的尊重。

在李传运眼中，没有过不去的坎。

医科院大夫为环卫工推拿按摩。

环卫工接受现场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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