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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书记”爱上“放电影”
自己掏钱买电视买碟片，周可生图的就是给老邻居们找乐子
本报记者 董从哲 实习生 李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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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放电影

只为让老人们快乐

日前，记者在袁庄社区很轻
松地就找到了周可生“工作”的社

区老年人活动室。30平方米的房子

虽然不大，但里面的设施却不少。

52英寸的液晶电视安置在屋内一
侧，VCD播放机、各式各样的影碟、

象棋桌、麻将桌、报栏等有序地摆

放在屋内，墙上装饰着京剧脸谱、

国画和剪纸，五六排椅子整齐地摆

放在大屏幕电视机前。

“这些都是周老自己出资、

出力弄的。”袁庄社区居民办公

室主任张玉国说，2009年，应周

可生老人的要求，居委会特意为
其留下了这间供老年人娱乐的

屋子，而原先没有这间屋子的时

候，周可生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为
其他老人们放片子看。

“我觉得虽然退休了，但人

不能停下来，我总想为老年人做
点事。”周可生老人今年已经74

岁了，但声音依旧铿锵有力。老

人1994年从居委会退休后，便开

始琢磨要做点什么事，让社区的

老人过得更快活点。

周可生说，老年人都爱热

闹，虽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

了，但能够容纳老人聚在一起的

地方却越来越少，孩子也没有时

间多关注一下老人的精神生活。

2009年5月，他就自己买了一台

52英寸的电视，利用自家居住一
楼的优势，办起了“免费电影

院”，放一些老人爱看的老故事

片和戏剧片，直到2009年末，才

搬 进 了 现 在 老 年 人 共 同 的

“家”——— 袁庄老年人活动室。

为买片子

北京、徐州都去过

袁庄老年人活动室凝聚了

周可生老人大量的心血。“电影

院”开办之初，老人从微薄的退

休金积蓄中拿出6000多元，专门

买了一台52英寸的液晶电视，又

从自家屋内扯出电线，安上影碟

机，放上老年人喜爱的戏剧影

碟。“只要电视上唱腔一开始，不

一会儿老朋友们就聚过来了。”

周可生高兴地说。

搬动笨重的大电视机可不

是件轻松的事，为了避免电视机

遭受风吹日晒，老人还特意定做

了帆布房子。房子有了，再添上
几把小凳子、小马扎，大家乐呵

呵聚在一起评论唱戏人的唱功，

都感觉有乐子。天热了，老人还

买来扇子免费发给老伙计，有人

渴了，老人又准备好茶叶、热水。

“为了买好的碟片，他都跑

到北京、徐州了。”周可生的老伴

李宗兰说。白天“电影院”不“开

放”，周可生就在济南市转悠着买

影碟，听说哪里有好碟子，他都会

赶过去买，像《红灯记》《平原游击

队》《地雷战》都是老人在各处的书

店、超市“淘”来的。为了买到抗日

时期的故事片，老人还特意跑到

北京、徐州、淄博等地。除了经典

戏剧和电影，老人买影碟还“与

时俱进”，添了很多新片子，像小

沈阳的二人转、百家讲坛纪录

片、电影《梅兰芳》等，在周可生
的片库里都能看得到。

“我买的影碟少说也有1000

多张了。”周可生表示，社区拨给

自己那间老年人活动室后，他又

置办了好多“家具”，两年来，仅

仅物质付出也超过了2万元。除

了资金投入，周可生还负责起老

年人活动室的清洁和管理，“扫
地、清洁厕所都是我的事。”

邻居、家人不理解

但他依然如故

看着老伙计们喜欢自己的

工作，周可生很高兴。“他们能快

乐，我就很快乐。”然而，并不是

所有的社区居民都能理解他。

“有说我闲着没事干的，还有人

说我要卖门票挣钱的。”对于周

可生老人的义务行动，一开始有

社区居民不理解，甚至还有人持

怀疑态度。对于这些流言飞语，

老人置若罔闻，一直痴心于自己
的“公益事业”。

老人说，最初连自己的孩子

都觉得难以理解。孩子们本想让

他清闲地安度晚年，可他却东奔

西走地买碟子，一刻都闲不下
来。不过后来看到其他老年人对

自己父亲的尊敬态度，儿女们也
逐渐改变了看法，“现在我的儿

子女儿都不时给我千儿八百的，

就怕我买碟子钱不够用。”

当被问到“放电影”的活儿

还能坚持多长时间时，周可生非
常坚定地说，“只要老伙计们需

要，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会一直

服务下去。”

在天桥区袁庄社区，

“老书记”周可生最好打听

了。这位老人原先是泺口

街道袁庄社区党委书记。

退休以后，自己购买了大

电视，还天南地北地四处

购买老人爱看的碟片，免

费放给老邻居们看。这活

儿他一干就是一年多。
在老人的放映室里，各种碟片占满了一面墙。 本报记者 董从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