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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给老吴来帮帮忙的。”78岁的老
叶笑着说。

老叶名叫叶永康，退休前是一名机修
工。虽然他加入“老吴帮邻工作坊”时间不
长，但他的到来，大大拓宽了工作坊的“业务
范围”。“我主要负责修手表、修拉链。”老叶
说。

可记者发现老叶会得可不止这些。采访
时，他正在给一双补了又补的皮鞋粘鞋底，也
是有模有样。

72岁的老陈名叫陈益标。虽然一直住
在潜龙社区，但在退休前，他对“老吴帮邻工
作坊”并没有太多了解。现在，他几乎天天都
在这里，帮居民补补鞋或是帮忙打理工作坊
周围的花花草草。

“退休以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事要忙，看
到老吴每天忙进忙出，特别是免费给老年人
维修物品，心里也是很感动的，要来学学他这
种助人为乐的精神。”老陈半开玩笑说。

尽管三人的平均年龄超过75岁，但他
们却成功“成团出道”，成了社区有名的“全
能男团”。

前几天，距离“老吴帮邻工作坊”不远处
的一户居民，家里的老人在老家住了一段时
间后返回，发现家里的电闸坏了，抽水马桶又
不停往外出水……急得她赶紧给老吴打电
话。

三人一起上，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
把这户居民家中的所有问题都搞定了。

有了帮手，“老吴帮邻坊”的服务也变得
越发“全能”，从小家电维修、雨伞维修、小家
具维修拓展到广场便民维修活动、免费健康
服务、免费借用维修小工具、打气筒、雨伞等。

距离“老吴帮邻工作坊”不远，是栎木小
学。记者采访时，正值放学，校门口的凳子上
坐满了来接孩子的家长。潜龙社区党委书记
水洪说，原本只是光秃秃的石墩子，老吴他们
怕家长坐上去冷，特地跑去买了木材，在石墩
子加铺了一层木垫子。

据了解，潜龙社区有900多位年纪在70
岁以上的老人，修修补补是日常所需。而眼
下，在城区，像这样提供维修的店铺并不好
找。“全能男团”的存在，不仅帮他们省了脚力
和精力，而且还帮他们省了财力。

在有900多位七旬以上老人的社区
“全能男团”发挥了大作用B

打零工赚钱，资助贫困家庭

宁财院这个女生
坚持公益十多年

1000元，是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表
演专业大一学生刘李雪妍一个寒假打零工挣来
的工资。临近开学，恰巧又遇上学雷锋日，刘李
雪妍赶在回校前，把这笔钱送到了马鞍山市珍珠
园社区的贫困家庭手中，而她放在购物车中心仪
许久的耳机，她说“等等再买”。

“1000元不多，但是我挣的！”言语中刘李雪
妍透着自豪。寒假中，刘李雪妍找了份销售的工
作，推销武汉一家酒厂的白酒，她不到半个月推
销出好几箱，挣了1000元钱。送给贫困家庭，也
不是她突发奇想，而是从小到大一直陪她做公益
的妈妈，帮忙联系的。

“我第一次做公益，是在小学一年级，和妈妈
一起去儿童福利院。”刘李雪妍说，当她把玩具、
零食分享给福利院小朋友时，孩子们脸上绽放的
笑容一直刻在她心底。“我是独生子女，去儿童福
利院之前，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和我一样的同龄
人，没有父母，或者肢体有障碍，一个玩具，一个
糖果，就能点亮他们的世界。”刘李雪妍说，从此
以后，定期去儿童福利院、敬老院、红十字协会成
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年她都会把自己的图
书、棉衣等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也会从自己的
压岁钱中拿出一部分捐给贵州山区的小朋友。

10多年下来，刘李雪妍的柜子里积攒了一
摞摞山区小朋友送来的贺卡、信件，这些真挚的
祝福，让她很感动，她说别人给予她的，远远比自
己付出的多。

“这点小事，自己可以做，为什么不去做呢？
做了公益，看到小朋友脸上的笑容，还有福利院
爷爷奶奶的教诲和关心，心理特别满足。他们给
予我的，远远比我付出的多。”这是刘李雪妍10
多年坚持做公益的动力。

刘李雪妍热心公益，家庭对她的影响很大，
她的妈妈是党员，太爷爷、太奶奶也是党员，还是
新四军战士。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刘李雪妍从
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从祖辈那里了解到
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全家老小一起做公
益，是刘李雪妍家的日常活动。

去年秋季，刘李雪妍考进宁波财经学院象山
影视学院，社团纳新，她第一时间报名加入青年
志愿者协会，“虽然没被选上，但只要有志愿活
动，我都会参加。”在班主任郭辰琳老师的印象
中，刘李雪妍是一个热心、活泼、勤奋的学生，谈
到大学生活和未来的职业规划，刘李雪妍想多参
与各类活动，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积累丰富的
经验，以后能够在影视传媒行业发挥自己的力
量。“学校一直教育我们要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
我也希望将来能尽自己所能带给更多的人温暖，
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刘李雪妍说。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陈新怡 王轶群

“我们只是顺便做点好事。”这是采访过
程中，老吴他们说得最多，也是给记者留下印
象最深的一句话。从他们互相斗嘴的轻松自
在中不难看出，这不是一句客套话，他们十分
享受这份忙碌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带来的充实
和快乐。

除了日常的维修服务，他们最近还有“一
揽子计划”——

打算做一批专门用来切年糕的刀，到时
候分给社区里有需要的老人们。

眼看春暖花开，还打算找个天气好的日
子，去野外挖点艾青，用来做青团。“以前我们
三个人，就骑过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东钱
湖那边挖青。我们还坐公交车去瞻岐、横溪
那边挖乌桕叶，用来做乌米饭。”

千万别以为是老吴他们“贪吃”，他们每
次做这些“老底子”的好吃的，就在“老吴帮邻
工作坊”门口的小广场上进行，有兴趣的居民
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做出来的成品，绝大部分
也是分给居民，尤其是老人们吃。

尽管忙一点、累一点，但开心也会多一
点，“就当我们三个朋友一起去春游喽。”老陈
说。

如今，“老吴帮邻工作坊”有了点小名气，
除了潜龙社区的居民，附近社区的居民有时
也会来求助，也有越来越多人愿意给“老吴帮
邻工作坊”提供一些绵薄之力，将一些原本打
算废弃的材料、工具送过来。如此一来，无形
中也是帮老吴他们省了大一笔维修成本。

记者 石承承/文 崔引/摄

除了日常的维修服务
他们最近还有“一揽子计划”C

别看老吴平时爱开玩笑，可坐到用小矮
桌改造的“工作台”前，一戴上眼镜，神情一下
变得认真起来。换一枚弹簧、用铅丝加固
……一把看上去“无药可救”的雨伞，经他手

“倒腾”，立马又能遮风挡雨。
老吴名叫吴苗旺，当过电工，日常修台电

扇，不过“小菜一碟”，后来他又自学了修伞、
补鞋。

在潜龙社区住了20多年，早在“老吴帮
邻工作坊”正式成立前，老吴就已经开始帮邻
居修修补补。为独居老人或家庭困难的老人
提供免费服务，是他当时给自己立的规矩。

差不多在10年前，潜龙社区腾出原本用
来放杂物的小房间，改建成“老吴帮邻工作
坊”，主要用来给老吴堆放材料和工具。

小家电维修、雨伞维修、小家具修理……
虽然都是小修小补，老吴却始终认真对待
——

风雨无阻，几乎每天早上9点，他就会出
现在工作坊。即便是像春节这样阖家团圆的
日子也不例外，“我们今年正月初二就‘上班’
了。”他说。

他的手机更是24小时不关机。晚饭吃
到一半，接到居民求助电话，对他来说已经习
以为常，从来都是第一时间放下饭碗去帮忙。

还有好几次，电话在深夜十一二点响
起。“那肯定是要去的！”老吴的语气中没有丝
毫的犹豫，“人家半夜来叫，肯定是很急的，我
辛苦一点，人家一户人家可以安安稳稳，有什
么不好？”

为了修修补补这点“小事”
他常年24小时不关机A

刘李雪妍利用寒假打零工赚钱。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