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先关了，舞蹈再重新来
一次。”老人表情严肃，正在为现场
的队员们解说着什么。之后，随着
老人说的一声开始，音乐又响了起
来。在舞蹈排练现场，一位带着眼
镜的老人时不时地从队形的左边
走到右边。

她是博物院社区的居民，名叫
侯金华，正在指导博物院社区的文
艺队排练舞蹈《夕阳锣鼓闹红扇》。

在现场看她走路的气势，听她
说话的声音，谁也想不到她今年已
是76岁高龄。

侯金华目前是河南省爱心艺术
团的团长兼梦之韵舞蹈团的顾问。
之前，侯金华是在焦作的一所小学当
音乐老师，后来调到当地市文化局做
一些与宣传活动有关的工作。

做了一辈子宣传的侯金华退
休后，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把离
退休人员的思想积极调动起来，让
他们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快乐。

在 2004 年 1 月份她成立的爱
心艺术团，团员们多是离退休人
员，在一家老年颐养园排练，每天

上午过去排练，中午自费吃饭，下
午接着排练，晚饭时回家。

学员光靠她培训是不行的，她
还找一些圈内的名老师指导，有些
老师是朋友不收费，也有很多收费
的老师，有时一个月花销要八九百
元，这些钱也是由侯金华从自己工
资里支付的。

侯金华说，倒贴工资是经常性
的。为了团内的队员们能够更近
一步的学习，自己出钱也高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侯金华与
爱心艺术团的努力下，她们的努力
有了成果，节目经常在电视上播出。

如今年龄大了，家人不同意她出
去参与活动，但是经常性的有人打电
话或是上门邀请她给指导或编舞。

家人让她多休息，她说，大家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老年人的精
神生活丰富多彩，越老过的越愉
快，咱的舞蹈给人民送去了欢乐，
相信咱自己表演的同时也欢乐。
希望自己以后能再为她们多出一
份力，发一点光。
郑州晚报记者 刘怡辰 文/图

家住丰乐花苑小区的梁
润，今年68岁，自2000年退休
之后投身于书法画画学习之
中，还报考了《中国书画美术
学校》的函大，毕业之后又继
续报考本校研究班。2005 年
梁润老师以优异成绩毕业，成
为省女子书画协会会员，现任
河南省书画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曾获全国农民书画展
三等奖、全国供销总社书画作
品三等奖、省女子书画家精品
展等省市奖章。

2013年年初，社区张贴通
知准备在二楼活动室开办书
画班，通知张贴不到一天的
时间，梁润就已“揭榜”，拿着
通知来到了社区表示愿意担
任书画班老师，与大家一起学
习。

经过一个月的招兵买马，
书画班正式成立。自书画班
成立以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
骄阳烈日，书画班从未停过一
次课，远在东区的学生宁愿转

两次车，坐一个小时的车程，
也不愿错过梁老师一分钟的
课程。

梁老师不仅喜爱书画，没
事自己也写首诗，做个曲，可
谓是多才多艺，2012年为迎接
党的十八大召开，梁润老师特
意做了首诗献给十八大，内容
是：光辉历程耀华夏，举国喜
迎“十八大”。亲民政府惠民

生，国强民富传佳话！
梁润酷爱画萝卜白菜，每

幅参赛作品的题款都是“回味
萝卜白菜香，感悟平淡益寿
康”，问她为什么那么喜欢“萝
卜白菜”时？梁老师说：“萝卜
白菜，各有所爱，清白有福，益
寿安康，也算是一种启发警示
吧。”郑州晚报记者 刘怡辰
通讯员 谢江磊 文/图

虾画画出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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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拾起了儿时的爱好

手握毛笔，简单几笔的勾
画，一只活灵活现的虾便跃入
眼前，没多一会儿，一幅绝妙
的“群虾戏水”图已经完成。

画画的人叫王继武，今
年64岁，是丰乐社区的居民。

他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说
起画虾的经历，王继武幽默
地说，我这属于虾画。

王继武自幼爱好书画，
平时也就是在学校的黑板报
上画上几笔，并没有深入。他
真正开始学画还是在退休后。

退休在家的王继武拾起
了自己的爱好，他说，最喜欢
的就是齐白石的“虾”，齐白石
大师是画虾圣手，一辈子研究
水墨沼虾的画法，历经三变，终
入化境。齐白石大师的虾画
是所有画虾者的必读范本。

全国各地画虾高手众多，
但多数都是按照师承的画法
翻来覆去，对于王继武来说很
难有新的突破和超越。

王继武说，最初画虾，是
从电脑的教材中学的笔法，
又看了很多名家的画虾作
品，慢慢练习，加入了自己的
体会和创新，真正画熟了之
后，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笔法，
也算是自成一体。

良师益友的激励成就了他

退休后的王继武，买了
笔、墨、纸、砚，开始了学画历
程。早上4点多就起床，把灯
打开，在电脑前看视频教材，
看后自己琢磨着画，晚上 12
点前没休息过，可以一连几天
都不出门。画的有点样了，他
就先拿给自己的家人看，家人
点评后他又接着画。

平时他就到社区的书画
室和朋友们一起学习。王继
武有一个朋友叫高言奇，是位
书法家，他俩都是一早就到书
画室练习。

王继武说，社区书画室朋
友们的帮助和指点，让自己受
益匪浅。

特别是高言奇，看到王继

武的画哪有缺点了，都会给他
指出来，还鼓励王继武只要画
好一幅画，就在他的画上提字。

王继武一听，更有劲、更
努力的学画。有时朋友不在
书画室，他就拿着画问社区内
的居民，让他们点评一下自己
画的虾像不像，有哪些要改的
地方。

他说，要画好一幅形神兼
备、生机盎然的虾图并非易
事，除了学习吸收前人的绘画
技法和经验，绘画者必须长期
潜心观察虾的种种动态神姿，
仔细琢磨它们的动静向背，并
写生记录下来，积累素材。

虚心加努力终于让他学
有所成，他在2011年参加纪念
毛泽东逝世35周年全国书画
大赛获金奖，被评委授予“毛泽
东思想艺术百强书画家”光荣
称号。2013 年荣获第九届海
峡两岸书画名家作品展金
奖。现为中国艺术家协会会
员。同时也受到了多家新闻
媒体对其进行专访报道。
郑州晚报记者 刘怡辰 文/图

丰乐社区 王继武

丰乐花苑社区 梁润

商务社区 孙爱菊

博物院社区 侯金华

63 岁的孙爱菊不仅是商务社
区一名人民调解员，还是黄河路
93号院的院长。

孙爱菊说，人民调解员职务虽
小，但肩负的工作意义重大，化解
基层群众矛盾，架起政府与百姓沟
通的桥梁。

人民调解员在工作中，有受群
众赞扬的，也有不被群众理解遭受
冷言冷语的。孙爱菊退休后又重
回到工作岗位，她的做法让家人很
不理解，劝她不如在家休息，可她
对家人说：人民调解工作虽然辛
苦，但是有意义，每个人都有事业，
而调解工作就是我的事业。

去年，社区黄河路93号院4号
楼的门口，下水管老化，污水粪便到
处乱流，居民不敢开窗户，夏季时，
苍蝇嗡嗡叫，臭气熏天。孙爱菊得
知这一切情况，马上找到原因，是因
为院内的排污道太细，以致发生堵

塞造成的，然而，解决这个问题涉及
院内的居民要出多少费用，她就开
了个协调会，与居民达成协议，又联
系人维修及疏通，费用由各居民分
摊，从此居民不再为此事发愁了。

居民们纷纷表示，非常感谢孙
老师，如果不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还不知道要臭到哪一天呢。

院内噪音太大，邻里因水费而
吵架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经过孙
爱菊的调解后，院内没有了吵闹，
邻里恢复了和谐。

孙爱菊说，调解工作在别人眼
中也许是出力不落好，有时甚至会
让别人误会，但成功调解每一起纠
纷后的欣慰也是常人体会不到的，
真诚的希望自己凭着一腔热情和
付出能换来更多家庭的幸福美满，
换来社区的和谐稳定。
郑州晚报记者 刘怡辰 通讯员 胡
志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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