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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奶奶架子鼓手奏响老年生活好声音
老人有“90后”的心态，想演奏到人生最后一刻

为了深入推进环境保护宣传工
作，提升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近
日，济南市市中区六里山街道城管
委围绕“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组
织各社区联合开展以“低碳减量绿
色”为主题的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城
管委工作人员和辖区志愿者走进社
区餐饮门店，向商户讲解塑料垃圾
的危害，并倡导餐饮门店和酒店使
用易降解、可回收再利用的绿色环
保产品。同时，向居民讲解环境保护
知识，引导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绿色环保，倡导低碳生活。

下一步，街道城管委将加大宣
传力度，在辖区营造浓厚的环境保
护宣传氛围，为打造绿色文明的辖
区环境贡献力量。 (吴任重)

六里山街道开展
环境保护宣传活动

道德模范宣讲
彰显美德力量

山东单县南城街道将美德信
用与道德模范评选相结合，深入
开展道德模范人物宣讲活动，主
要围绕移风易俗、传统美德、孝善
文化以及良好家风的传承等方面
进行宣讲，引导群众自觉做道德
风尚的倡导者和引领者，革除陈
规陋习，倡树文明新风，用榜样力
量弘扬道德之美、社会正气。

美德信用评模范
答出文明“满意卷”
山东单县南城街道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家庭站为切口，群众聚
集在家庭站里开展“美德信用之
星”评选活动，一处小院，一张方
桌，小小马扎，以有形感染无形，
不断推动美德信用建设走深走实。

文/片 记者 袁野 高广超

在架子鼓上获得力量
不在乎他人眼光

即使已经90岁高龄，陈月
麟身上依然散发着活力，说起
话来总是笑眯眯的。当台上的
架子鼓要换位置时，她总想自
己动手搬，直到别人上前劝，她
才肯住手。

“我是1949年当的兵，然后转
业（留在了济南），1990年退休。”
性格开朗的陈月麟退休之后不肯
闲着，她和几个朋友一商量，成立
了山东省老年人舞蹈协会。

在舞蹈协会里，陈月麟一直
坚持学习，她学习舞蹈动作，研究
有关编舞的资料，甚至学习服装
设计。“当时我和队友们去过很多
地方演出。”陈月麟说，她也没想
到自己能走上文艺这条路。

人到古稀之年，陈月麟跳
起舞来开始有些吃力，在看完
一次演出后，她迷上了架子鼓。

“身边有人会敲，我和几个朋友
相约一起去拜师。”在学习敲鼓
时，陈月麟能在鼓声中感受到
力量。

“我不聪明，刚接触架子鼓时
有些不知所措，节奏跟不上。”为
了练习手脚配合，陈月麟“魔怔”
了，她在路上会一边走，一边用手
拍腿打拍子，“嘴里还不停地念
叨，不少路人投来奇怪的眼光，但
我不在乎”。

即使病倒拿不起筷子
也想在队友身边

为了能在家练习架子鼓但又
不吵到邻居，陈月麟买来鼓皮，她
在家听着音乐，跟着节奏练习。学
会架子鼓后，2006年，陈月麟组建
起音乐团。她享受和朋友一起演
奏的感觉。

陈月麟忘不了她第一次参加
表演，当时她很紧张，一激动把鼓
槌甩了出去，正好掉在评委面前，
当时评委笑了，她也笑了。

陈月麟敲鼓时脸上总有笑
容，在她眼里，架子鼓是一味良
药，每当感觉头脑发昏不舒服时，
就敲上半小时。“听着音乐，敲着
鼓，直到汗流下来，人也舒服了。”
陈月麟说，她前后脑梗过两次，

“第一次脑梗后，别说拿鼓槌了，
我甚至拿不起筷子”。

为了尽快恢复，陈月麟不停
地锻炼自己。“每周乐团训练时，
我会坐到队员身边，看他们练
习。”在队友们演奏的音乐里，陈
月麟感受到快乐，“我不能敲鼓，
但可以看着指挥学习，等病好了
后，也能用得上”。

志愿服务让老年生活
焕发青春

2016年，夕阳长空舞志愿服
务队成立，这支服务队平均年龄
73岁，陈月麟是服务队的精神支
柱。服务队每次开始表演时，作为

架子鼓手的陈月麟都会举起手里
的两根鼓槌相互敲击几次，队员
们才开始演奏。

今年65岁的领队李庆海是队
伍中最年轻的。“我们服务队在陈
老师的带领下，一直从事社会公
益活动，我们经常去部队、学校、
社会福利院进行慰问演出。”李庆
海在乐团里担任小号手，“能给大
家表演，让我感觉心情舒畅。服务
队很团结，大家不计得失，不管演
出还是排练，都随叫随到，像是一
家人。”

李庆海一直拿陈月麟当榜
样，他心里很佩服这位老阿姨。

“陈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公益，
她本人非常低调，但做事非常高
调。”李庆海说，有时候陈月麟处
理服务队的工作甚至能忙到凌晨
两三点，“从事志愿者服务，让陈
老师得到了快乐，也是她90岁了
还能保持青春的秘诀。”

85岁的张先觉也是一名小号
手，他说自己每天什么都可以不
干，但一定要练习吹小号。“吹小
号又动手又动嘴，还练脑子，吹完
之后让我精神焕发。”在张先觉眼
里，陈月麟像是一位勤勤恳恳的
姐姐，“她组建起乐团后，很照顾
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我很尊敬
她。”

90岁的陈月麟有着“90后”的
心态，她有着自己的长寿秘诀。

“不要计较得失，不要管别人说什
么，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陈月
麟说，她要将架子鼓敲到人生的
最后一刻。

排练结束后，陈月麟(中)和队友聊心得。

12月1日是夕
阳长空舞志愿服
务队音乐团排练
的日子，这支平均
年龄 7 3岁的乐团
里，有一位90岁的
架子鼓手。1933年
出生的陈月麟 7 0
多岁才开始学习
架子鼓，她觉得架
子鼓能给她力量。

“莫道桑榆晚，为
霞尚满天”，陈月
麟说：“架子鼓对
我来说是一味灵
药，我愿演奏到人
生的最后一刻。”

记者 李梦瑶

多出了一条
快递打包流水线

“我父亲这辈子也想不到，他
的衣服能卖给大学生。”张平（化
名）自己也没料到，自家一直不温
不火的劳保服装生产厂，竟然有
一天会有网红来找他们带货。

张平家在河北，家里
的小型劳保服装加工厂已
经开了几十年了。每年9月
起，冬季的一些劳保服装
像军大衣、冲锋衣的需求
量增多，各地分销商开始
大批量订货。他们根据订
单进行生产，找物流配货
运往全国各地。

11月初，抖音后台陆
续有电商私信张平，问能
否批发军大衣。“少数是要
走几十件去卖，大多数是
电商问我们能不能做‘一
件代发’。”

也是从11月左右开
始，“军大衣”风席卷大学
校园。一群男生穿着厚实
到略显笨重的军大衣走在
校园内，这样的穿搭与周
围环境有些“格格不入”，
这成了校园新时尚。“不是
羽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
衣更有性价比”。相关话题
的短视频部分点赞量已超
百万，评论过万。

“一件代发”主要面向
有货源需求的网店，他们
通过从源头厂商发货的形
式，减少物流成本，从而获
得更多利润。张平表示，现
在他们主要就是卖给网
店。

“目前有六七个电商
找我们了。”张平坦言，以
前自家的厂子也有零散订
货，像工地或是学校联系
订几十件，他们也找物流
发走，但是“一件代发”快
递，厂子是第一次干。

自家工厂的工人多是
中年人或是上年纪的大爷
大妈，“以前大家都是‘朝九
晚五’，顶多某次订货单多了，生
产线上需要有人加班。但现在几
乎是天天都要安排人加班发货，
有人登记、有人打包、有人贴标
签，等于说又多了一条生产线。”
张平说，在他分享的短视频里，晚
上8点钟还有人在做打包装袋工
作。

另一家“双星劳保”厂商表

示，现在他们厂的军大衣处于卖
断货的状态。“没有存货，都是现
生产现发。11月有几天最忙的时
候，一天基本发走1000多件。这两
天订单量少了，一天大约500件。”
他们的产品主要发往东北地区，
还发往山东、河南等地方，南方
的订货量很少。

“快递费是8-9元，可以发全
国。”这位厂商表示，从他们家拿
一件大衣的价格在45-70元之间。

衣服有的是涤卡棉，有的
做了加厚，里外双层，还
做了防水，“比大量批发
能多赚一些钱，对我们来
说是增加了一条销路”。

不会盲目
扩大生产线

记者注意到，自从
“军大衣”火起来后，多个
直播平台都兴起了军大
衣，有的是一些服装电
商，更多的是刚创立的新
账号，专卖军大衣。

多个购物平台显示，
多家网店军大衣的销量
都在1万+以上，大衣价格
在50到100元之间不等。

据媒体报道，在线
下，有的城市劳保商店的
军大衣也是销量大增。在
济南，军大衣销售却不火
爆。记者走访了济南劳保
市场和部分五金商店，并
没有发现前来选购军大
衣的大学生。大多数商户
都表示，来买的年轻人尤
其是学生并不多，“最近
军大衣确实很火，但大家
都是网购。”一位劳保商
店老板说。

张平也尝试开了两
场直播，背景就是军大衣
的生产线，为大家讲解军
大衣的原料和制作过程。

“前几天北方降温，最多
一天卖了200来件，打包
到晚上才装了100来件，
太费劲了。”

至于这阵“军大衣”
风还会刮多久，是否会一
直流行下去，张平表示

“不好判断”。在他看来，军大衣
并不像棉衣、羽绒服一样，还没
有成为平常人冬天生活的“必需
品”。

“我们有大批量订单的应对
能力。”张平说，“目前看来，只是
说在打包、发货上需要增加一些
人手，暂时不会盲目扩大生产
线。”

曾经多用于工地上的劳保产品———“军大衣”，今年突然走
进大众视野。“军大衣”潮率先席卷大学校园，直播电商纷纷挂出
售卖链接，生产商们也在应对着这突然到来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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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单县抢抓全域旅游示
范区发展机遇，做规划、强产业、创
品牌，全力打造鲁苏豫皖四省八县
交界区域文化旅游高地。

精心培育文旅业态，致力探索
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打造“文旅+
非遗”“文旅+康养”等7种融合模
式，形成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等
精品旅游线路。

健全体制抓统筹，完善政策抓
保障，设立旅游发展基金3000万
元、市场营销专项基金1000万元，
加大对文化旅游企业和项目的担
保力度，对获得国家A级旅游景区、
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省级精品文
旅小镇及省级景区化村庄等荣誉
称号的单位大张旗鼓表彰奖励。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全域旅游新高地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