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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退休了，我还有事要做
70岁的宋守志11年来致力发展老年健康事业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凤仪

每天早晨6点半，一群老人在城区牡丹体育广场、新天地公园、青年湖、西
大堤等地开始练起同一种保健操。而这种情况在11年前是比较混乱的，现在
他们有了组织和纪律。现在的练操点由原来的10多个发展成为60余个，练操
人数达2万余人，这背后有一位老人付出了很多，他就是今年70岁的退休老人
宋守志。

退休后热心投入

老年健康事业
12年前宋守志因身体原因从单位内

退。“刚退下来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失落感，
不知道做什么好，每天很闲，就经常和老
伴斗嘴。”宋守志和所有退休老人一样有
一种寂寞空虚感。于是他每天四处乱逛，
看到城区一些老年人在锻炼身体，他也加
入了这个行列。

慢慢地，宋守志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较散乱，而且缺少正规的练操方法。”
宋守志就和几位离退休的老干部一起组
织成立了“市老年健身操协会”，他被选为
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刚开始这个协会只有6个人，到各个
点统计人数，骑着自行车连牡丹区小留
镇、何楼办事处的健身操点也去。”宋守志
说，每天去公园、广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地
方，宣传健身操的好处，并将他们按区域组
织起来，选出各站站长、副站长。然后有计划

地为各站点培训健身操教练员，联系退休专
家到各站点进行辅导，从北京购买教材。

就这样，现在菏泽城区练操点已发展
到60余处，练操人数达2万余人，有23个练
操站被市体育局评为模范练操站，有4个
站被省体育局评为模范站，培养产生了
230名由市体育局颁证的“国家二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

去企业“化缘”

助老人健康练操
“平常会帮助他们解决音响、磁带、电

池、书籍等问题。很多练操点听说后纷纷
要求加入。”宋守志说，他就和几个老同志
去各个企业“化缘”来发展老年健康事业。

66岁的张吉鼎告诉记者，宋守志经常
骑车到各练操站点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
决音响、磁带、电池、书籍等问题。

“我经过几年练操锻练，关节炎好多
了。”、“要是没有协会的这些录音机支持，
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每年
都开会，还会发奖状，我们都可积极了。”
很多老人对宋守志的做法表示赞同。

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宋守志还在协会
成立了老年秧歌队、歌咏队。每逢“七一”、

“国庆”、“九九”老人节，就组织各站点开
展比赛和庆祝活动。

“既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又减少了疾病和子女负担，我们很喜欢这
种方式。”秧歌队的王承山老人告诉记者，
他们还多次上过电视呢！

传播健康知识

办老年健康大学
随着练操站的规范和强大，协会以练

操站为基础，2003年在植物园大堤上正式
成立了菏泽市老年健康大学。从此他们每

年组织七到九个分校。每个分校200人左
右，并聘请离退休专家教授当教师。

“分校从每年‘五一’开始到‘十一’结
束，每周活动2至3天。各分校选择在公园、
广场、绿荫下上课，学员自带马扎、板凳，
教师不拿报酬。”宋守志说，教师从如何正
确喝水、吃饭、防病讲起，通俗易懂。

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已
办了50多期，有一万余人参加了学习。宋
守志还多次组织学员到冀鲁豫边区革命
纪念馆、博物馆参观学习。

2006年老年健康大学被市老年大学
收编为校外分校，并成立了讲师团，教师
颁发了聘书，学员发了校徽，使健康大学
进一步规范化、正规化。这一办学模式受
到省市领导重视，山东省老年大学在菏泽
召开现场会，向全省推广菏泽老年大学校
外分校的办学经验。

公益事业无止境

又来帮助空巢老人
2011年，在市老龄办的领导下，宋守

志组织成立菏泽银龄爱心志愿团，动员身
体健康，愿为公益事业做贡献的中老年人
积极参与，使爱心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

“我和志愿者们经常到老年公寓走访
慰问，为老年人送去慰问品和健康书籍，
组织爱心服务队对口帮扶100户困难、高
龄空巢老人家庭，到空巢老人家中陪他们
聊天，排解老人心中的寂寞。”宋守志告诉
记者，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

宋守志的老伴苏玉花说道，现在自己
也每天都去练操，身体健康了，一些家务
就自己包揽过来，“他愿意做这些就去，我
全力支持。”苏玉花乐呵呵地说道。

“退休后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比在
家打麻将有意义得多。”宋守志希望全社
会退休老人都能够健康积极地生活。

2月19日8时，记者来到菏泽牡丹区赵磐石村
时，农民根雕艺术家赵庆林正在藕池里挖坑栽柱
子，准备建造一个景观台和一个景观亭。另外，他
在藕池北侧圈养的三只鸵鸟和十多只火鸡以及
野鸡，为家庭公园平添了几分趣味。

扩大规模，欲申请旅游景点

2011年6月20日，本报《菏泽农民赵
庆林：拥有田园情怀的根雕艺术家》报道
了赵庆林从一名木匠成为根雕艺术家的
成长历程以及他用10年时间将废旧大坑
改造成花园式景观的故事。

19日，记者来到赵磐石村赵庆林的
家庭公园时，发现整个家庭公园与夏日
青青绿绿的荷叶相互辉映而比，显得有
些寂寥。池塘里的水已经被抽干，挖出藕
后留下的坑坑洼洼，一高一低，一深一浅
的泥土泛着白，池塘中间的吊桥翘着，与
景观亭断开了。

在池塘北边，从北到南一字排开9根
水泥柱子，旁边还有4根柱子里面填充着
泥土。“9根柱子，是景观桥的底座，正在
挖的坑还要栽上4根柱子，这里要建造景
观台。”赵庆林指着说，这要建造一个景
观亭，“景观亭的布置也要错落有致，要

是平淡无奇，就没了趣味。”
记者在赵庆林的家庭公园中发现，

大大小小的景观亭有7个，全部是木制，
里面的桌椅或是根雕的，或是精制的，或
是连廊式的。其中一个景观亭在平屋顶
上，在屋顶上喝茶聊天可以远观俯瞰整
个公园景致。

翻过池塘，北侧紧挨着一个大沟，里
面最为显眼的是三只大个头的鸵鸟，还
有十多只火鸡以及野鸡。“要申请旅游景
点，光靠根雕博物馆以及民俗馆还不够，
需要一个小型动物园增加些灵性趣味。”
赵庆林走近一只鸵鸟说，扩大家庭公园
规模，让整个公园多样化，才符合旅游景
点的要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有自
己不断创造机会，才能有机会申请成旅
游景点，这样能为后人完整地留下一点
东西。”

公园里的“宝贝”，给他信心

对于申报旅游景点，赵庆林充满了信
心，而支撑他这些信心的则是他那些家庭
花园里的“宝贝”。

据赵庆林介绍，他的家庭公园申报旅
游景点主要特点是景艺合一，融娱乐、观
光、旅游为一体的农家院落，有得天独厚的
人为和天然秀丽的自然景观，能使游客既
享受自然风光，又欣赏根雕艺术的魅力。

“家庭公园专门设置了赵明勋(赵庆
林的父亲，民间根雕艺术家)根雕艺术产
品博物馆和庆林根雕盆景艺术产品展览
馆。”赵庆林说，博物馆展出的所有产品，
全部都是其父生前遗留在世的作品，是
木工雕刻艺术精品，做工精细，具有极高
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曾有人出价400万元
购买，被他拒绝。在博物馆看到，奇形怪
状的飞鹰、老虎、龙等木雕作品，让人深
深震撼。

在赵庆林展览馆，记者看到有大型根
雕菏山流霞、牡丹魂、千年龙首木灵芝、天
下珍宝“乌龙”、乌木老鹰、凤凰、火凤凰等。
其中“菏山流霞”荣获2007年中国国际林产
品交易会金奖；“千年龙首木灵芝”于2009
年荣获中国林产品交易银奖；“牡丹魂”做
工精细别致、惟妙惟肖，2011年荣获第八届
中国林产品交易会金奖等。另外展览馆里
还有仿真“榕树”、仿真“翠竹”、“风卷梅花”
和大型仿真树“红梅闹春”等艺术品，其中

“红梅闹春”曾于2011年第八届中国林交会
上荣获金奖。

除了根雕展览，院落还有外景设置，有
木制结构的根雕艺术馆、迎客亭、长廊、石
山流水、秀丽的荷花池等。赵庆林说，申报
旅游景点的材料已经上报给有关部门，不
管能否审批，自己都要把整个院落打理好，
经营好。

这不只是
家庭公园
菏泽农民根雕艺术家

赵庆林要打造旅游景点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保珠

▲赵庆林和他的
大鸵鸟。

赵庆林家庭公
园一角。（资料图）

▲宋守志在检查活动场地的电源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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