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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二七区蜜蜂张街道的
杨书田退休前是一名老师，板书
写得很好，新村社区 16 块黑板
报都是他写的，为了给居民提供
更好的服务，他每天在黑板报上
书写天气，提醒大家天气变化，
被居民亲切地称作“预报员”。

爱管闲事的他被社区居民
亲切地唤为“领头杨”、“预报
员”。他在今年全市创文、创先
争优的活动中，不顾炎热天气，
共书写标语板报 25 期，大力宣

传创先争优活动，发动社区居民
积极参与进来，配合社区工作。
在创文活动中先后向居民群众、
党员直接发放《魅力二七》6 期，
共 1000 份，居民、党员都争先恐
后地阅读，争做优秀二七人、文
明二七人蔚然成风。

在解放路立交桥下他还成
立了 10 人老党员市容监督义务
执勤岗，带领大家废寝忘食，不畏
困难，只为社区建设做贡献。他
们为居民服务做好市容环境卫生

监督，为居民指路做好领路人，为
农民工、瓜农送茶倒水做好贴心
人，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

他在立交桥下还建立了棋
牌活动站，每天都有几十人在立
交桥下聚集，打牌、下棋、阅读看
报等。与此同时，他协调郑州铁
路局在立交桥旁新建立老年门
球场，每天都有大量门球爱好者
前来切磋技艺，极大地丰富了居
民的业余生活。
郑州晚报记者 王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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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员义授“穿绣球”为社区带来活力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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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虎峻峰，今年 65 岁，
是一名有着 40 年党龄的老党
员，自2000年在铁英社区担任

社区主任和社区书记，直至
2011 年底退休。在 铁 英 社
区 ，大 家 都 亲 切 地 称 他 为

“虎管家”。
由于是老城区，铁英社区

内有许多老弱病残困难户，虎峻
峰在任职期间非常关心他们的
生活，经常去探望他们，为他们
解决实际问题。

铁 英 街 18 号 楼 住 着 一
位残疾人崔新丽，下岗后又
遭遇离婚，独自带着一个未
成年的女儿生活，因她患有
严重的风湿病，下肢不能行
动，生活不能自理。虎峻峰
知 道 后 经 常 带 着 家 人 去 崔
家帮助干活。

在铁英社区，只要提到这
个“虎管家”，居民无不竖起大
拇指交口称赞。

别看虎峻峰本人患有高

血压等病症，每天都要吃药治
疗，平时还要和爱人一起照看小
孙子，但是即使再忙，只要社区
有需要的地方，他都会不计时
间、不遗余力地去做好社区交给
他的任务。

为了让更多的退休老人走
出庭院，走进社区、融入社区，“虎
管家”擅长抖空竹，经常为辖区
居民表演，遇见想学的他就不厌
其烦地反复传教，直到大家学会
为止。

去年 5 月份，虎峻峰开始
担任建中街街道党工委“非
公组织党建指导员”，义务为
大家服务。在他的努力下，
街道已经在 7 个非公有制企
业建立党组织，正 常 开 展 党
建 工 作 。
郑州晚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刘慧 吴朝轻 文/图

位于二七区建中街永安社
区的南建中街大院，门口有这样
一个修车老汉，他不离不弃 20
余载，悉心照料一级伤残的精神
病妻子和常年患病的岳母，用孝
心和爱心撑起一片艳阳天。

李学良的老家在鹤壁浚县，
自幼父母离世，无依无靠的他很
早就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流浪
汉”，但他很勤快，辛苦种地的同
时还打些零工贴补家用。

1994年在村里人的介绍下，
他与一级智残的王秋菊结了
婚。提起秋菊，李学良说：“秋菊
5岁那年得了脑膜炎留下了后遗

症，婚前一直和体弱多病的母亲
相依为命。”秋菊智障严重，生活
不能自理，岳母又年迈体弱多
病，身边一刻也不能离人。

“平时我走到哪儿她俩就跟
到哪儿，虽然啥事也指望不上，
但是看到她们心里就踏实，就有
一种家的温暖、一种幸福的感
觉。”李学良说。

20年前，李学良从老家来到
郑州，除了修车他还兼职社区楼
院的保洁、搬运工等零散活，竭尽
全力地挣钱。为了照顾好多病
的岳母，他从不舍得花钱，为了这
个家的平安幸福，无论酷暑严寒，

无论刮风下雨，他都把媳妇和丈
母娘带在身边悉心照料。

20 年来，在李学良家一直
有这样一个习惯，每顿饭一定要
拣老人喜欢的饭菜做，有好吃的
也总是先尽着岳母、妻子吃。

老人逢人便夸自己有一个
比儿子还要孝顺的好女婿。忙
碌之余，人们经常看到李学良用
轮椅推着老人、领着爱人到火车
头体育场走走转转，逛逛公园，
让老人和爱人更多地感受到有
家人陪伴的温馨幸福。
郑州晚报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菊花 刘翠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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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层需要 30 个大一号白色
珠，外层需要 60 个小一号彩珠，
然后开始 3 个珠子回一个过一
个……昨日上午，一堂别开生面、
异常精彩的穿绣球课程在建中街
办事处淮南社区活动室上演。

王敬华是淮南社区的老党
员，平时一有时间就会来到社区
教居民穿绣球。

“退休以后，赋闲在家，带孙
养花日子过得也算有滋有味，可
是时间长了总感觉少了什么，看
到电视里年龄相仿的老人在一起
唱歌、跳舞、上老年大学，心里也就
泛起了一阵阵涟漪。”王敬华说。

一说起王敬华的“课程”，她

的首席学生杨富美最有发言
权。“我跟王老师学习已经有两
个年头了，还是上下楼邻居。王
老师在社区教授我们学剪纸、叠
三角、剪布衣、对纸花、做成各种动
物的模型等，件件作品都栩栩如生，
放在家里蓬荜生辉。”杨富美说。

“要熟背穿珠要领，一个个
排列紧凑，注意球状的浑圆，最
后用结实的线缝上穿起彩色的
球上下左右对应。”王敬华说，将
最好看的两个彩色的挂在床头，
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心里就始终
有一种成就感，还给生活增添了
乐趣。

淮南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青

霞说：“我们根据居民的意愿经
常开展此类特色社区活动，这个
绣球好看，但技术难，如果没有
学过手工、编织等课程，那学习
起来可就难多了。”

“王老师在我们社区可是
个宝贝，她掌握有 10 多种技艺，
退休以后不褪色，继续在发挥
着一个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她用自己的技艺，带动社
区中老年群众，在社区的舞台
上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精彩，也
为社区带来了活力与和谐。”刘
青霞说。
郑州晚报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保华 文/图

一位可敬的“虎管家”
偶然见到国外的家用榨油机

后，做过大型榨油机销售工作的辛延
标开始了改型研究，现在他发明的微
型榨油机已经取得专利。

辛延标曾经在榨油机厂做
过销售工作，他的这项发明直到
2012 年 11 月才正式定下，之后
又打样板来回试验几十次才最
终定型。

在未来大道一市场内，记者
见到了辛先生发明的多功能榨
油绞馅一体智能家用榨油机。

“这台家用榨油机采用的是
低温螺旋挤压式榨油，将花生和
葵花籽倒上炒锅，按下启动键机
器就开始运行起来，全程从炒料
到压榨都由程序自动控制。”他
介绍，自己发明的这种微型榨油
机是基于人们迫切想自己榨油
的愿望而发明的。

辛延标的这项发明引来了

一名英国商人的注意，对方多次
找到他希望买下专利，但他希望
这种微型榨油机能够像豆浆机
一样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并未
将专利卖给这名英国商人。
郑州晚报记者 汪永森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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