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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社区李玉鸿：

老老年年人人也也能能玩玩转转摄摄影影

本报记者 朱文龙

为教育奉献了一辈子

李玉鸿，在教育事业上奉献
了一辈子。

他是老三届，在最该读书的
时节，碰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灾
难。于是他放下了书包，背起了
行囊，作为知识青年，他来到了
曲阜这个孔孟之乡，那年他21
岁。

因为知识水平比较高，李玉
鸿很快引起了上级的注意。1970
年12月26日，他回到了济南，任
务是当老师。这一天，李玉鸿说
记得非常清楚。

“那时候的老师可不是什么
好职业。”教育工作战线的崩溃，
让老师的社会地位急转直下。被
狂躁煽动起来的人们纷纷用“臭

老九”形容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打老师骂老师的事件屡见报
端。

在那个年代，交白卷的人都
能被叫做英雄。

可以说，李玉鸿是顶着很大
的压力来到了济南三十八中，他
教的是物理，后来转成了政治。

“我们就看组织需要，上级
要我们教什么就教什么。”

在教师岗位坚持十多年之
后，李玉鸿因才能卓著，从学校
调到了济南市教委，他负责的主
要是职业教育工作。

后来机构大改革，原有市属
的职业中专纷纷划归区教委，李
玉鸿也被分配到济南市六职专，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他做
过校长，当过书记，迎来了许许
多多的新生，也送走了一批又一
批的老生。

闻着桃李的芬芳，2007年，
李玉鸿退休了，告别了他钟爱的
教育岗位。

拿起相机照世界

在日常工作闲暇之余，李玉
鸿爱上了摄影。

他觉得摄影很神奇，小小的
镜头中，可以定格整个世界。为
了更好地掌握摄影的技巧，李玉
鸿专门做了一张表，上面写满了
拍摄各种风景应该匹配的感光
度、光圈、曝光度等数据。

“这些都是苦功夫，我必须
记住。想拍出好照片，必须用心，
作为一名摄影师，镜头中的东
西，你都要负责。”

光与影的组合，让李玉鸿如

痴如醉。
李玉鸿住在市中区，他热爱

市中，积极参加市中区举办的
“魅力市中”摄影展，提供了很多
精良的片子，形象地宣传了市中
区成就。他热爱济南，曾经和他
的摄影团队实地拍摄了全部七
十二名泉，已年过花甲的他，拍
摄下了在海拔780米山峰上的济
南最高泉——— 拔槊泉,拍摄下了
隐藏于深山、只能靠步行才能一
赏芳容的扈泉，拍摄下了需要翻
过陡岩峭壁，才能一睹芳姿的甘
露泉……

作为摄影志愿者，李玉鸿自
2007年以来，利用周六和周日，
随摄影小组北上、南下、东进、西
去，广泛采风，收录美景，坚持用
摄影为社会服务、为生活服务，
拍摄了上万张精美图片，作品先
后在省、市级摄影赛事中获得25
个大奖，其中《绿地普利中心》分
别被济南出版社和市中区政府
选中，刊登在《十艺济南》和《济
南市中政协》杂志上，还有一些
被济南市和市中区史志编辑办
公室选用。

不懈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
成果，李玉鸿先后获得2009年度

《老干部之家》摄影俱乐部优秀
会员、2010年度《老干部之家》杂
志社“家刊明星”、2011年度“老
干部之家网站优秀版主”、市中
区2012年度百佳和谐家庭创建
活动的“读书学习家庭”、2012年
度老干部之家社团的“优秀理
事”、济南市摄影家协会2013年
度“德艺双馨优秀会员”荣誉称
号、2013年老干部之家摄影俱乐
部“优秀理事”等。

陈庄社区田国庆：

谱谱写写爱爱与与热热心心的的新新赞赞歌歌

照顾病重妻子，

无怨无悔

田国庆，今年62岁，头发梳
得齐整,胡子刮得干净,蓝色衬
衫的衣袖领子足够整洁，浑身
散发着成熟稳重的男性魅力。

街坊传说，当年的田国庆
可是一表人才，他的妻子陈戈
兰更是才貌俱佳。

那年，两人还在文艺队，陈
戈兰温柔漂亮，田国庆英俊潇
洒，女方家里喜欢老田的才气,
更喜欢这个人的实诚,同意了
他们的婚事。

结婚后,他们的小日子过
得很舒心,但这样的快乐并没
有持续几年。儿子不到四个月
大,陈戈兰就被确诊得了罕见
的神经系统疾病——— 多发性硬
化症。

医生说，这种病，治不了，
活不长。

田国庆相信大夫的话，他
没有抱怨，更没有离开。他做
的，只是紧紧抓紧妻子的手。

这一抓，就是三十多年。
打从妻子病了,田国庆就

一直很忙碌。原来工作就很忙,
他一个人忙前忙后,整个白天
脑子都是被占满了的。晚上回
家要照顾老婆,两个人相对而
坐,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不
知道哪一刻 ,一辈子就结束

了”。
就这样，时间在不紧不慢

地流逝，三十年中，田国庆一直
守在妻子身边，从春到夏，从秋
到冬。一年四季，已经对他来说
毫无感觉，他唯一在乎的是，妻
子到底还能活多长时间。

感觉能嫁给老田已经足够

幸运,乐观的陈戈兰最初的梦
想只是活到看着儿子上大学,
但她发现自己的幸运远没有结
束。儿子上了大学,找到了不错
的工作,娶了媳妇,生了孩子。

去年，陈戈兰去世了。有这
样的丈夫，这样的儿子，她走的
时候，估计没有太大的痛苦吧。

热心公益的文艺达人

现在，田国庆独自一人生
活，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
文艺表演和公益服务当中。

田国庆说，他最大的成就，
就是陈庄社区的同心艺术团。
对待这个艺术团，他尽心尽力。

不得不说，田国庆在音乐
上是个全才，无论是作词，还是
谱曲，都难不倒老田。更让人敬
佩的是老田一人会数种乐器，
无论是小号、笛子这种吹奏乐
器，还是大鼓这种打击乐器，老
田都能拿起来即兴演奏一段。

虽然如此多才多艺，田国
庆并不认为自己比普通居民高
人一等，对待前来报名的艺术
团的居民，田国庆都一视同仁，
他说：“能来的都是兄弟姐妹，
一家人哪能说两家话？”

正是因为老田谦和的态
度，同心艺术团不断发展壮大，
分成民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等
几个小团，共拥有近100名成
员。有老田这个艺术领头人，艺
术团的水平之高，在二七街道
是众人皆知的。

除了艺术团，老田还有一
手维修水电的绝活。他的电话，
在南郊热电厂宿舍几乎人尽皆
知。

陈庄社区居委会尹主任
说，老田家中有一套完备的修

理工具，他的手机也是二十四
小时待命。谁家出现水电问题，
都会第一时间拨打老田的电
话。而老田无论多晚，都会去看
看。

正因为如此，陈庄社区流
传着一句话，“有困难，找老
田”，这是对老田行为的最高褒
奖。因为热衷公益，老田的人缘
非常好，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在
没下通知的情况下，都来了100
多人帮忙，甚至社区中性格最
孤僻的人也来帮忙。这让老田
十分感动。

此外，老田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他所
在的党支部名叫蓝天党支部，
共有40多名党员。

如今，“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老田也积极参加，经常组织大
家学习党章，学习习近平同志
系列重要讲话。老田所在的党
支部比较特殊，有几个年纪比
较大的老人，因为身体原因无
法参加学习活动。老田了解情
况后，便拿着材料，去这些老人
的家中，送学助学，确保这些老
人不掉队。

现在的老田，生活得十分
惬意，白天在艺术团看着队员
们排练，晚上在孤灯下创作自
己的乐曲，他说，他过得很快
乐。

在陈庄社区，一提起田国庆老师，人们都竖起大拇指。人们敬
佩他，除了他会作词，会谱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外，更为他三十年
如一日照顾病床上妻子的举动而感动。

本报记者 朱文龙

今年69岁的李玉鸿，酷爱摄影。没事的时候他喜欢背着相机，到四处走走看看。年近古稀的他，没有享受同龄人安享晚年的轻轻
松和惬意，却得到了另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与愉悦。

李玉鸿手持相机拍天下
李玉鸿作品《一景四季·明湖初冬》

李玉鸿作品《美丽的济西湿地》

田国庆一手建立起了同心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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