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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气细腻#温婉灵动
的笔触!变化万端#琳琅
满室的画作!不是来自哪
位画坛名家!而是一名退
休拣煤女工之手$

古人 %六十岁学吹
打&喻%心有余!力不足&!

而 #$岁的琚凤珠! 为了
%我要画画&梦想!退休后
从 %&岁开始学画! 已成
为社区知名画家'她多次
获奖#义捐义卖#义务教
画! 作品还远渡海峡飞
到了祖国宝岛台湾'

嘉定区安亭镇许家村的陆

佩芳阿婆!左一"是位心灵手巧

的老人#她喜欢各种工艺品的制

作和刺绣$并装框无偿送给村里

的左邻右舍# !刘必华 文"摄#

近日$杨浦区福利院进行电

梯困人故障应急演练# 演练中$

福利院职工和部分老人体验电

梯困人$学习应急处理方法# 通

过演练$职工%老人掌握了故障

处置流程$增强了电梯突发事故

的自救能力# !魏鸣放"

! ! !杨浦区福利院开展电

梯故障应急演练

陆阿婆绣花送邻居

$%&' 创新为老
服务大赛启动

为倡导新理念% 新模式%新

技术%新产品在为老服务领域中

的应用$传播养老新理念$推动

爱老新举措$!"#$年 $月中旬

至重阳节$ 新民晚报副刊部%东

方都市广播%上海科技助老服务

中心% 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

心%上海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

&为您服务' 联盟单位联合举办

&!%&$创新为老服务大赛'#

大赛包括为老服务项目搜

行动% 创新周和排行榜三个阶

段及同期活动$ 通过公众和专

业渠道$ 发动老年人和社会力

量寻找&适老'&优质' 的为老服

务项目!涵盖各类服务和服务

类产品"$征集为老服务&创新'

计划#借助展示%体验%极创%众

筹等网上网下互动形式$ 建立

公众和服务机构间的信息桥

梁$并针对接地气%有潜力的优

秀服务项目和创意$ 聚合行业

和宣传资源' 给予其对接和支

撑$ 最终通过为您服务联盟的

服务系统将优质项目推向社

区$服务老年人$促进社区服务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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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拣煤女工 劳苦半生

看到琚凤珠时，她正在闵行区吴泾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姐妹书画沙龙内作画。隐
没在满桌的书画后，埋首在纸笔间，抬起头，
才现出烫着大波浪卷的头发，戴着眼镜。

她 &()(年出生，有兄弟姐妹 *人。筑
马路、筑铁路、崇明围垦、建江堤，什么重活
累活都干过。&(*$年，她到吴泾化工厂做了
一名拣煤女工。“我的工作就是戴着手指
套，从煤渣中把好的煤挑出来，回收再用。”
每天 &'吨煤渣，(%个工人要干一整天，风
雨不停。她从小梦想画画。“绘画世界对我
来讲，神秘又有趣。”但迫于生计的她忙于
工作，整天与黑乎乎的煤渣打交道，回家后
更忙于买汏烧。不过梦想从来不会缺少翅
膀，有时她看到化工厂的墙上灰乎乎的，便
拿红砖在这块“墙布”上乱涂乱画。“一只
鸟，一只螃蟹，一片云朵，都是望梅止渴。”

$ 退休学画 活灵活现

琚凤珠拣煤一干 $+年，直至 &(,(年
退休。然而，退休后带孙子、外孙，照顾年迈
的父母，让她依旧每天不得空闲。

$%%)

年，父母相
继去世，孙

辈长大，琚凤珠终于迈
出了学画的第一步，报
名参加社区学校的绘画
班。此时她已 *'岁，双

眼深度近视的她从临摹、素描学起。“走路太
慢就去奔。”她废寝忘食、不知晨昏，有时每天
只以两个淡馒头和咸菜汤充饥，连晚上做梦
都在画。家里太小，她垫块木板铺在床上，再
把宣纸铺在木板上。老公刘志兴说，当时他很
难理解这股“狂热劲”，这不是发痴心疯吗？
“六十岁学吹打，能行吗？”琚凤珠反问：“为什
么不行？”她盯住齐白石的虾、纪康金和王海
涛的牡丹、王成喜的梅、郑板桥的竹、张大千
的山水……从“零部件”学细节、摸气韵。

花花草草、虾兵蟹将都成了琚
凤珠的模特。她到公园观察花卉在
自然状态下的风姿；她买来虾，研究
它们游动的形态、水中富有弹力
的半透明体、每节形状差异、有力
的长臂钳、长短不一的虾脚……

$%%-年，为纪念父亲和无
数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先烈，琚
凤珠创作了一幅《铁骨丹心
铸国魂》。图中点点鲜艳的梅
花如壮士鲜血，盘根错节
的树干像一条巨龙。在吴
泾镇永德路步行街展出
时，有人愿以 &%%%元

买下。越来越多的泼墨写意在她手下诞生。
老伴刘志兴说，一次他喝了点酒，醉眼

朦胧，竟拿筷子往画上搛虾，搛了半天却搛
不起来；一次喝酒吃螃蟹，又犯了眼晕，“咦，
螃蟹怎么爬到墙上去了？”

&&年里琚凤珠共画了 '%%%多幅梅兰
竹菊、鱼虾、山水等作品，多次在市、区书画
大赛中获奖，还在海内外中国书画大赛中
连续 '年获得银奖。她的作品远渡海峡飞
到了宝岛台湾：$%%+年，《玉堂富贵牡丹图》
作为吴泾镇送给台北特奥代表团的礼物；
$%&$年，上海市妇女代表团访问台湾，市妇
联将琚凤珠的画作、扇面送给台湾朋友。

% 义捐义卖 乐于助人

琚阿婆家位于永南小区两居室里，几
乎全被她“日积月累”的画作占领。不仅墙
上是画，就连箱柜里、

床底下都堆满了
习作。甚至大床，也成了画作的
“靠山”。小区多栋居民楼的楼道
里都张挂着她的书画作品，倡导
“楼道文化”“文明礼让”。

琚凤珠所有画作都免费送
人。她和画友每年组织义卖，将所得捐给
吴泾镇生活困难的母亲；她将画作送给老
人、孤儿。去年，闵行区政府授予她“可爱
好市民”称号。

*年来，吴泾镇姐妹书画沙龙在琚凤珠
的带头下，从当初的 ,个人发展到现在的 $*

人左右。现在她共负责着 )个书画沙龙。在
书画沙龙里，我遇到 ($岁的叶云鹏老伯踩
着雨水冒雨前来“报到”。“现在我每天非常
充实，全靠了琚凤珠小妹的带路。”他说，几
年前老伴去世，他一直郁郁寡欢，后来琚凤
珠拉他“入伙”才改了观。画友吕振庄说，她
从静安搬迁过来，一个人都不认识，无聊空
虚，是琚凤珠带她和大伙认识的。画友王亚
玲退休后觉得“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无
聊，琚凤珠和其他画友一起教她练字作画；
崔扣娣文化程度不高，但热心志愿服务，“入
会”后，琚凤珠手把手教她练习绘画基本功。

琚凤珠饱尝 *'年想画画而没条件画画
之苦，如今她最希望能为一些学画受限的孩
子提供一点助力。她免费教孩子学画，并培
养和发现好苗苗。一名大学生慕名向她讨
教，她从“永字八法”对他教起，教了 &年直
至大学生离沪；(岁女童跟着“阿婆老师”从
画竹学起，风雨无阻，一周一次，经过 &年多
努力，掌握了国画的基本画法还自我创新，
在一次海内外书画大赛比赛中夺得金奖，琚
凤珠为她“青出于蓝”非常高兴。琚凤珠告诉
我，她退休时浑身是病，高血压、冠心病、盲
肠炎、胃腺瘤、胆结石等，动过三次大手术。
“现在身体好很多，$%&&年至今没看过一次
病。”她笑着说，原来愿望和热情还能消灭病
魔。“我活出了半路出家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