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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在忙碌与奔波

“我没有一点怨言”

1945年，李焕珍五岁，这一
年，母亲去世了。三年后，李焕
珍就跟着乡下种地的奶奶一块
生活，帮着奶奶干农活，日头不
太毒的时候在田埂上放牛，再
给叔叔家看看孩子，日子就这
样一天天地过着，直到4年后，
奶奶也去世了。

13岁，李焕珍才跟着父亲
在济南开始上学，直到小学毕
业，进入济南造纸厂成为了一
名女工人。1960年2月19日，是
李焕珍进入济南造纸厂的日
子，在那个年代，成为一名工人
是十分光荣的一件事，57年过
去了，李焕珍已经记不清当时
的情形，却仍能感觉到当时激
动的心情。

日子好像总算有了一些盼
头，父亲却病倒了。家里只有两
个孩子，哥哥在部队，看着躺在
炕上的老父亲，李焕珍把父亲
接到了身边。每天，李焕珍都在
造纸厂和家之间奔波，为了节
省时间，李焕珍特地去学了骑
车，一下班，把车骑得飞快。回
到家，李焕珍得给父亲换洗失
禁后弄脏的衣物，还得伺候父
亲吃饭，一边照顾着父亲，偶尔
腾出手往嘴里塞两口饭。

从单位退休后，李焕珍从
厂里的宿舍搬到了甸柳3区，照
顾年迈的婆婆。李焕珍老伴这

时的身体也不好，患上了高血
压、血管栓等老年疾病。2003
年，婆婆和老伴都住了院，婆婆
和老伴住在不同的医院，李焕
珍每天都要在两个医院间奔
波。

77岁的李焕珍现在和孙子
一块生活，回忆起往事，李焕珍
没有抱怨，只是娓娓道来：“我
没有一点怨言，就像人吃饭一
样，不管吃得好吃得孬，下去嗓
子眼，啥都不知道啥都不讲究
了，只要吃得饱就行了。”

不关心得失

老伴说她“与世无争”

李焕珍在造纸厂的工作是
看水泵，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李焕珍经常会给别的同
事搭把手。有装浆的同事忙不
过来，她就上去给人家装纸浆；
有运纸料的同事在那来来回
回，她就上去帮人家抬盆子。有
时候同事请病假、生孩子，她就
连带同事的活一块干了。

在济南造纸厂工作了三十
年，李焕珍有29年被评上了先
进。有一年没有评上先进，因为
那一年李焕珍帮着同事漂洗，
一边又要看自己的水泵，一分
心，泵管砸在了李焕珍的脚上，
两只脚趾被砸断了，只能在家
休养了五个多月。

工作上尽心尽力的李焕珍
并不为图啥，在造纸厂工作的
这些年，李焕珍从来不看发了
多少工资，“给我多少算多少”，
老伴常说她是“与世无争”。

2006 年到 2009 年这四年
间，老伴每年都要住上六七次
院，老两口没有多少退休工资，
牙缝里挤也挤不出这些钱来。
造纸厂过去的老同事以及甸柳
的老邻居们主动把钱借给了李
焕珍。社区里统一安暖气的时
候，正是家里被医药费压得喘
不过气的时候，楼里的邻居什
么话也没说，默默地把安暖气
的钱帮李焕珍垫上了。

2009年老伴去世后，李焕
珍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同
事、老邻居们的钱都还上。两万
多的债务，每一笔李焕珍都记
得清楚。每个月只有一千多退
休工资的李焕珍硬是省吃俭
用，攒了两年的钱，把债都还上
了。“虽然老伴没了，但咱欠人
的，不能不还。”

“这楼里20多岁的小伙子，

都穿过我织的袜子”

李焕珍老伴曾经是楼里
的楼长，老伴去世后，李焕珍
就接替了老伴的任务。楼里有
夫妻打仗，李焕珍就常常上去
劝劝，看到有来串亲戚的老人
提的东西多，李焕珍就上去两
手帮人提东西。楼里的年轻人
工作忙，李焕珍就帮着他们接
孩子。

天气好的时候，李焕珍就
搬个椅子坐在楼前的空地上织
东西，有时候走过的人看见了，
就跟她“拜师学艺”。“我现在都
有十多个徒弟了！”

缝纫编织是李焕珍几十
年来的爱好，过日子的心境，
一针一线都倾注在了一双双
毛线鞋、毛线袜中。几十年来，
光袜子李焕珍就缝了一二百
双。

不管是谁，只要有需要的，
李焕珍都愿意把自己精心缝制
的袜子送出去。有一次，李焕珍
把袜子送给别的楼的老奶奶，
老奶奶后来抓着她的手开心得
不行：“我这脚晚上总是睡不暖
和，穿着你做的袜子一晚上都
不冻脚，睡得可香了！”

楼里有小婴儿出生的时
候，李焕珍就像对自己的孩子
一样，用柔软的毛线织一双袜
子送给孩子，有一次做的袜子
有点大，李焕珍又拿回来改，连
着改了两个晚上才把袜子做
好。

“在这楼里长起来的小伙
子啊，都穿过我织的袜子。”

甸 柳 社 区 报

认认真真工作

清清白白做人

抗日战争时期，吴俊岭的
父亲怀着一腔热血，毅然成为
了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工
作中，父亲身份暴露了，吴俊岭
的爷爷奶奶因此被日伪军抓
捕。经过党组织千方百计的营
救，才将吴俊岭的爷爷奶奶救
了出来。“我父亲常说，如果不
是共产党，咱家人早没命了。”
吴俊岭说。

由于吴俊岭父亲的身份已
经暴露，为了安全起见不能再继
续待在济宁，于是吴俊岭父亲带
着家人离开了故土，在济南扎下
了根。“当时还没有解放，父亲到
了济南没有联系上党组织，所以
直到去世都没有入党，这是我父
亲一辈子的遗憾。”

1971年1月24号，吴俊岭入
党了。46年过去了，这个日子仍
然让67岁的吴俊岭记忆犹新，

“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和场
景，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四个
都是党员。”

“‘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
白做人’，这是父亲让我记忆最
深的一句话。”吴俊岭说，“在我
参加工作以后，父亲一直教导
我，党交代的工作，只能认真做
好，不能跟党讲条件。”吴俊岭
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这些
朴实的教导，却影响了吴俊岭

一生。
2000年，吴俊岭从童装厂

党委退休。在党委工作的这些
年，吴俊岭严格要求自己，计划
生育政策刚推行时，吴俊岭刚
生完儿子，本想再生二胎的吴
俊岭毫不犹豫跟单位报名计划
生育，报完名后，才打电话跟在
部队的丈夫说这件事。“虽然我
没多高的职位，但工作这些年，
从没拿过群众的东西，也从不
去沾公家的光，对于现在的一
些歪风邪气，我很看不惯。”

退休后仍发挥余热

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2014年济南展开“创城”行
动，吴俊岭积极响应社区的号
召，组织社区的大爷大妈一块
上街清理道路上的小广告，去
马路上站岗制止不文明行为。

“当时就想济南要是评上了卫
生城市，这里边有咱出的一份
力，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2016年10月，“红舞联盟”
举办万人广场舞活动冲击吉尼
斯世界纪录，在全国15个城市
设立活动点，于同一时间开始
跳广场舞。历城区由社区居委
会组织500人参加，活动限制是
65岁以下，当时66岁的吴俊岭
超出了年龄要求，虽然无法在
广场舞活动中亲自上阵，但吴
俊岭还是要为这次活动献一份
力。虽然自己不参加，但是吴俊

岭通过用电脑看视频的方式，
自己一点一点地学会了活动时
要跳的广场舞，然后再把舞蹈
一点一点地教给参加活动的姐
妹。“人齐的时候就一起教，人
少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指导，一
遍两遍三遍，直到大家都学会
了为止。”

现在的愿望：

希望太极拳发扬光大

吴俊岭退休前几年正好赶
上企业职工下岗潮，为了解决
单位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吴
俊岭愁得整宿地睡不着觉，由
于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下，退休
后好几年，失眠的困扰仍然伴
随着她。

2007年，一次机缘巧合之
下，吴俊岭与太极拳大师杨成
浦的第五代传人姜义荣结识。
后来，吴俊岭开始跟着姜义荣
学习太极拳，“练了一段时间
后，我的失眠就不治而愈了。”

初尝健身成果的吴俊岭在
学会91式传统杨氏太极拳后，又
自学了健身气功八段锦、易筋经
十二式。每天六点多，不管天气
多么寒冷，吴俊岭都会起床去社
区的活动场地上练太极拳。

“太极拳是咱老祖宗创立
的一道功法，通过一招一式来
打通身上的经络，只要坚持认
真去做，简单地动一动，就能对
身体健康有好处。”吴俊岭说，

“现在许多外国人也在练太极
拳，太极拳是刚柔并济的，不仅
能够强健体魄，对促进身体健
康也有帮助。”

为了推广太极拳，只要是
对太极拳有兴趣的，吴俊岭都
毫无保留地进行教学。有一次
一个太极拳活动组织了近二百
人来学习，吴俊岭先一起教一
遍，对一些学得比较慢的成员
反复进行指导。虽然一遍遍地
讲解重复的内容，但吴俊岭并
不觉得不耐烦，而是精益求精。

“教学多花点时间没关系，比起

半途而废或者动作做得不到
位，我更愿意多花时间去教，让
他们学会、学好。”吴俊岭从没
有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太极拳教
学活动中牟取利益，虽然是公
益性的教学，但吴俊岭仍然兢
兢业业，严格要求。

已是67岁高龄的吴俊岭现
在仍是神采奕奕，充满热心。

“只要社区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尽管找我。要是咱社区愿意组
织太极拳班，我无条件去教学，
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太极拳
发扬光大！”

甸北社区党小组长吴俊岭：

为为社社区区奉奉献献很很快快乐乐

甸柳二居李焕珍：

织织了了两两百百双双袜袜子子，，都都送送给给需需要要的的人人

吴俊岭特别喜欢太极拳，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将其发扬光
大。图片由吴俊岭提供

今年67岁的吴俊岭是一位有46年党龄的老党员，在济南童装厂退休后，她积极组织和参
与社区活动，带着社区居民共同学习太极拳，吴俊岭说：“能为社区做奉献，我觉得很快乐。”

77 岁的李焕珍在甸柳二居已经居住了 20 多年，在造纸厂工作
了三十年的李焕珍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从造纸厂退休后，李焕珍
在社区无私地帮助着别人，为身边人带去温暖。

虽然老伴已去世八年，但李焕珍一直将两人补拍的婚纱照摆
放在显眼位置。 本报实习生 唐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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