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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塍一对六旬兄弟热心公益

哥哥义务教民乐
弟弟免费授武艺
■记者 金汝 杨微微

本报讯（记者 金汝）日前，

莘塍街道农场村居家养老照料

中心正式开放。老人们在这里

悠闲地玩着棋牌，中午吃上了

热腾腾的饭菜，还享受免费量

血压、理发等服务。

这是莘塍街道第 12 家居

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记者从

街道老龄委获悉，将发动辖区

村（居）“两委”、老人协会，在未

来几年内，力争35个村（居）居

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全覆盖。

农场村有 60 岁以上老人

44人。为了更好地服务老人，

该村将临近老人公寓的村办公

楼一、二楼改建成居家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该中心设有餐

厅、棋牌娱乐活动室、阅览室、

医务室、理发室等，成为集居家

养老、休闲娱乐、健康保健于一

体的综合性老年人活动场所。

昨日上午10时许，该中心

二楼颇为热闹。老人或在阅览

室看书，或在视听室观看养生

视频。中午11时许，他们陆续

到一楼的餐厅就餐。

饭菜是村里的志愿者做

的。今后，他们将承担买菜、烧

煮、打饭等工作。

78 岁的夏凤娟阿婆说：

“四菜一汤，有荤有素，很合口

味。现在省事了，自己不用每

天煮饭、烧菜。”

村党支部书记张爱国介

绍，今后将通过村里出资、志愿

者捐赠、老人自付等方式，解决

用餐费用问题。

据悉，莘塍街道有60岁以

上老人近1.2万人，约占常住人

口的 15%。目前，该街道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已经覆盖到

12个村，其中今年建成6家（包

括七坦、营新、仙甲、下村、和

平、农场）。

本报讯（记者 杨微微 金

汝）10月24日，莘塍太极协会

在中村正式成立。在成立仪式

上，会员们为村民送上太极表

演节目，赢得阵阵掌声。

据了解，莘塍太极协会由

陈志焕、吴礼木、丁养伟、蔡建

国、丁羊申等5人发起，并得到

市民政局审批，现有会员 320

名。陈志焕当选为第一届会

长。

陈志焕介绍，协会里最年

长会员已经71岁，练习太极50

多年时间，不少会员练习太极

20多年时间，部分会员已达到

专业级别。今后，太极爱好者

均可来该协会学习，每周六，该

协会还会安排会员在公园里免

费教太极，推广太极文化和全

民健身。

另悉：日前，浙南武友会在

莘塍街道农场村举办。来自我

市及周边县市的100多名武术

爱好者争相登台，秀出十八般

武艺，吸引 400 多名当地村民

观看。

据了解，中华传统武术在

莘塍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目

前，莘塍武术协会有1000多名

会员，他们坚持习武健身，有的

还教授附近村民习武。

10月28日7时许，农场村老

人公寓前的空地上，吴万奴带着

徒弟已经练习了 1 个多小时武

术，却丝毫不见疲倦。每一个动

作，他都要详细讲解要领，有时还

亲自示范。

吴万奴的父亲是拳师。吴

万奴耳濡目染，9岁开始习武，16

岁当拳师，在莘塍一带小有名

气。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

习武上，熟练掌握棍、棒、斧、锤等

兵器的技法及多种拳术套路。

习武几十年，吴万奴不但多

次在全国的比赛中获得荣誉，同

时也吸引了众多武术爱好者拜

师学艺。

为了传承发扬武术，2000年

前后，身为一家塑料机械厂负责

人的吴万奴利用清晨空闲时间

义务教学武术，风雨无阻。按照

行规，学徒拜师时会递上红包，但

吴万奴始终分文未收。

那段时间，吴万奴每天要很早

起床，先教完学生武术，然后去厂

里工作，生活忙碌却很充实。他

说：“武艺不是用来藏的，传授给更

多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目前，跟随吴万奴学习的固

定学徒有80多人，主要集中在莘

塍一带。近年来，他们参加浙江

省、全国乃至国际武术比赛，拿了

许多奖牌。

在吴万奴的带动下，许多学

徒学成后，也义务授徒习武。

49 岁的白小红在吴万奴门

下学艺10多年，曾获得浙江省传

统武术比赛全能第二名。近几

年，她在幼儿园、小学义务授课，

教小孩子学习中国武术。

面对学徒的成长，吴万奴十

分欣慰：“作为一名拳师，又是老

党员，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

人加入练武的队伍中来，感受中

国武术的魅力，在习练中获得健

康快乐。”

本报讯（记者 杨微微）日

前，莘塍街道莘塍社区 230 多

名党员干部、群众参加“沟通与

礼仪”知识培训。

该社区党委书记王章洲介

绍，沟通与交流是一门大学问，

党员干部经常跟村民直接交

流，因此社区村官学堂特意邀

请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南宛给村

干部、党员等教授沟通与礼仪

知识。

在培训会上，中村党支部

书记张仁焕边听边做记录，写

了满满一张纸。他说：“这堂课

对我启发很大，在村里办事不

能由着性子来，要学会理解和

沟通。”

68岁的吴万虎和66岁的吴万奴是一对很特别的兄弟。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哥俩的爱好截然不同：哥哥文雅，喜好吹拉弹唱；弟弟尚武，喜欢舞枪弄棒。

不过两人也有相同点：都是党员，都有一副热心肠。吴万虎义务教乐器演奏，并参与组建了一支草

根民乐队，而从小习武的吴万奴将一身功夫免费授徒。

对于义务教学，他们的观点也出奇地一致：“音乐和武术都能带来快乐，与大家分享快乐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吴万虎：音乐“发烧友”义务教民乐

吴万虎和吴万奴出生在南

垟村，后一家迁至农场村。吴万

虎对音乐的喜爱源于儿时。四

五岁的时候，他经常跟着姐姐到

农村的草台班子玩耍。二胡“吱

吱呀呀”的曲声，撩拨起他内心的

音乐梦，他经常拿着筷子比划着

拉“二胡”。为此，父亲特意制作

了一个竹制二胡让他玩。

此后，吴万虎自学了二胡演

奏，中学时还上台独奏。不过，成

年后忙于工厂的生产、经营，他逐

渐放下了手中的乐器。

直到60岁那年放下工厂事

务后，空余时间多了，他才重拾对

民乐的爱好，不仅收藏二胡、板

胡、柳琴等乐器，还自学各种乐

器，学习谱曲，被称为草根音乐

“发烧友”。

渐渐的，吴万虎身边的音乐

爱好者越来越多。他们因音乐

结缘，组建了歌韵琴缘文艺团。

吴万虎多才多艺，不仅义务充当

教师，还经常谱曲，因此文艺团成

员喜欢称呼他“吴老师”。

3 年前，文艺团缺一位中阮

演奏者，吴万虎建议原本担任歌

唱部分的施阳花“改行”。但是对

于施阳花来说，演奏中阮几乎是

“零基础”，甚至连简谱都读不

全。她的心里很忐忑。

中阮的曲子多数为G调，吴

万虎从G调入手，先教乐理知识，

再教指法。为了提高施阳花的

兴趣和成就感，他特意画了许多

图纸，标出歌曲音调的位置，让施

阳花尽快上手。

吴万虎又是一名严师，在练

习过程中，对于任何一个细小的

音节差错都不放过，直到每个音

节合拍。

学习中阮3年，如今的施阳

花已经能够熟练演奏多个曲目。

和施阳花一样，跟着吴万虎

学习乐器的文艺团成员有七八

人，凭着对音乐的爱好和吴万虎

的悉心指导，他们逐渐成为文艺

团的主力。

现在，该文艺团有成员 22

人，大多是退休干部和教师，经常

受邀参加各类演出活动。

吴万奴：10 多年带徒习武不收红包

农场村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开放
目前莘塍已建成
12 家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莘塍太极协会正式成立

莘塍社区党员干部
学习“沟通与礼仪”

吴万奴（中）指导学徒习武

义工为农场村老人剪指甲义工为农场村老人剪指甲

吴万虎吴万虎（（右五右五））与文艺团成员与文艺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