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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区区里里忙忙来来忙忙去去““图图心心里里舒舒坦坦””
李济莺：居民生活得都舒坦，社区才能和谐

本报记者 范佳

汶川地震
激发他的公益梦

宋庆杰的大宋车友会成
立于1997年，起初只有几十个
车友，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各
地车友已达上万人，囊括了多
种中高端车队。

2008年汶川地震触动了宋
庆杰的心，激发了他的公益梦
想。他决心办一场义演，为灾区
人民募捐。第一场公益活动并没
有想象得那么顺利，他寻找洽谈
了多个场地之后，终于定在了济
南振华商厦门口。义演当天，四
五十个车友闻讯赶来，当场共募
捐了一万三千多元。

义演当天，有位六十多岁
的老人给宋庆杰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那位老人穿得很简
朴，骑着三轮车，一看收入就
不高。起初他捐了五块钱准备
离去，边走边不好意思地往回
张望。后来他又回来捐了一百
元，无比坦然地离开了。

“就像这位老人一样，内
心有一种参与公益的渴望，付
出到位了，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我特别希望能带动更多人参与
到公益中，让社会中的正能量
流淌起来。”宋庆杰笑着说。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车友
会中参与公益的车友已达两
三千人，多年活动下来累计募
捐达七八十万。

为接瓷娃娃
顾不上自己孩子

2015年8月6日，大宋车友
会义务承担了全国瓷娃娃关
爱大会的接送工作，140多名
车友奔赴机场、火车站，参与
到瓷娃娃爱心接力中去。这次
活动，车友会共发动了500车
次，参与人数近500人。大多都
开着自己的私家车，甚至从青
岛、烟台等地赶到济南。

从凌晨到深夜，陆陆续续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瓷娃娃到
来。车友们从早忙到晚，甚至
顾不上吃饭。有位女车友，本
来下午三点多要去接孩子放
学。为了完成自己的公益任
务，她给孩子打去电话说：“宝
贝儿，妈妈在做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晚点才能去接你。”直
到晚上九点，这位女车友才把
孩子接回家。

考虑到瓷娃娃们特殊的
身体情况，车友会早已列好了
详细的注意事项。然而天有不
测风云，活动那天正逢暴雨。
为了让瓷娃娃早下车休息，车
友们没有等雨势变小。

瓷娃娃从出火车到上汽
车还有近一百米的露天路程，
在暴雨之中格外艰难。每一个
瓷娃娃下车，都有十二三个车
友组成人墙，有的负责抬轮
椅，有的把自己的外套脱下
来，从上到下给瓷娃娃挡雨。
火车站一天就接了四十个瓷

娃娃，车友们都成了落汤鸡。

开豪车
带空巢老人“北跨”

2015年初，车友会发动了
总价值达一两千万的二十多辆
豪车，带着堤口路街道的二十
多位空巢、三无老人“北跨”，感
受济南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些老人平时很少出门，
平日里难得有个说话的人，更
别说坐上豪车游览鹊山公园、
新科技产业园、看画展了。每
辆车内除了一位老人，还配有
两名车友陪伴。

车友会发起的这样的爱
心活动还有很多。2014年5月，
在平阴孔村小学举办了“助
贫”活动；2014年11月，与48位
企业家一起募集资金18 . 7万
元帮助贫困生；同年12月，联
手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
狮子会，组织了关爱盲童手拉
手阳光书包公益活动，为盲童
安装阳光读物有声设备书包；
2015年5月，在东营黄河口中
学举办14200人的公益活动，
捐款31万元，让孩子的心中种
上善和孝的种子……

“相比能筹到多少钱，我
更在意参与公益的有多少
人。”这是宋庆杰的公益理念。

“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还有待加强。我们的活动就
是想让更多人相信自己可以
帮助别人，同时别人也可以帮
助自己。”宋庆杰说

文/片 本报记者 朱文龙

广场上的舞蹈风

在市中区二七街道办事处
铁一社区的居民眼中，获奖无
数的“燕舞舞蹈队”是他们的骄
傲。前不久，这支队伍参加了

“2016全民健身日·红舞中国
行”系列大型公益活动，并借此
成功挑战了最大规模排舞(多
场地)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创
造了历史。

今年63岁的李济莺就是这
支舞蹈队的队长。说起这支队
伍的成长历程，老人感慨万千。

李济莺喜欢跳舞，退休前，
她在济南汽车配件厂工作，在
厂子里就以能歌善舞著称。退
休之后，她也没有闲着，英雄山
赤霞广场经常能看见李济莺起
舞的身影。

李济莺清楚地记得，那是
2013年年初，居委会主任李守
美找到了她，希望她能够在社
区里成立一支舞蹈队。考虑到
铁一社区当时并没有舞蹈队
伍，热心的李济莺就答应了下
来。

随后，李济莺马上开始了
队伍组建。当时她面临的主要
问题就是队伍中会跳舞的人不

多，而她本人又苦于会的舞蹈
太少，于是她便和李守美主任
一起，自行下载舞蹈音像教材，
边学边练边教授，自己的腿练
肿了、手臂练麻了、身体练瘦
了，仍然坚持。通过长时间的努
力，舞蹈队舞技不断提高，受到
居民一致称赞。

李济莺所带领的舞蹈队不

仅天天带居民锻炼为居民表
演，还先后多次被多家企事业
单位聘请进行法律、安全、企业
文化和产品等宣传表演活动，
次次受到好评，她们的活动情况
被多家报纸电台报道宣传。李济
莺在带领居民学跳广场舞的同
时，又自学“华佗再造太极健身
操”，并言传身教，带领队员勤学

苦练。目前，这个健康操已经成
为了舞蹈队的“压轴大戏”。

在李济莺的带领和影响
下，舞蹈队伍不断壮大，从原先
的8人发展到现在的100余人，
并且队伍仍在继续扩大，极大
地推动了社区精神文化建设和
发展。

居民眼中的好楼长

除了舞蹈队的队长，李济
莺还有个身份——— 楼长。

李济莺所居住的二七新村
三区1号楼，现有住户40户，其
中有12户为租房户，人员比较
复杂。同时因建于上世纪70年
代，建设时间较早，楼房状况
差，配套设施缺乏，周边环境也
比较复杂，管理难度大。1990
年，李济莺以自己处事公正，作
风正派，敢说敢当赢得居民信
任，被一致推选为“楼长”，自此
一干就是20多年。

李济莺说，她自从当选为
楼长之后，就立志要做居民的贴
心人和代言人。以过去的一年为
例，李济莺通过努力，先后帮助
居民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余起，
帮助居民联系和上门亲自操作
维修房屋、家用电器，购买家具
300余次，消除安全隐患20余处。
她经多次协调联系，维修了楼前

道路，安装了通信、电视、宽带网
络和两气设施，居民日常用电用
水常年保持无障碍。

此外，身为楼长，李济莺还
义务照顾了同楼的孤寡老人长
达15年的时间。

这户人家姓张，老张有两
个儿子，一个女儿。因儿子都在
外地工作，老张依靠女儿过活。
但是，1993年的一场车祸夺去
了女婿的性命，老张的女儿因
悲痛过度，郁结成疾，也撒手人
寰。老张连受打击，因悲痛引发
偏瘫，生活不能自理。

“老张这个人脾气十分倔，
不想离开老家，所以拒绝了儿
子让他前往外地养老的要求。”
李济莺看到老人窘迫的生活困
境，心中十分不忍，便义务担负
起了老人的日常照料工作，每
到中秋节、春节等重大节日，李
济莺就把老人接到家里一起过
节，这样一直坚持了15年，直至
2008年老人去世。

平时楼内居民家因工作或
者其他事情无法接送孩子，李
济莺就主动把孩子接到家里，
一边辅导功课，一边照顾生活，
直到孩子家人忙完后接走为
止。李济莺退休后工资并不高，
但无论看到谁家遇有困难，她
都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先
后资助11人次。

有人曾经问过李济莺，你这样在社区里忙来忙去，到
底是图什么？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想都没想，直接脱口而
出：“图心里舒坦！”在李济莺的眼中，只有居民心里都舒
坦了，生活才能过好，社区才能和谐。

暴暴雨雨中中车车友友围围成成人人墙墙护护送送瓷瓷娃娃娃娃
大宋车友会坚持八年热心公益，累计募捐七八十万

李济莺热衷社区事务，是居民眼中的好楼长。

在宋庆杰创办的大宋车友会里，有一群热心的车友。自汶川地震以来，车友会发起了无数公益
活动，累计募捐达七八十万元。他们开豪车送空巢老人“北跨”游玩，还义务接送瓷娃娃参加关爱大
会。在暴雨之中，车友们围成人墙为瓷娃娃们挡风遮雨。

宋庆杰带领车友们为贫困家庭送去新衣。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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