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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在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区，每逢开
展活动，大家总能看到一位老人拿着摄影器
材前前后后地忙碌。他用镜头记录下社区发
展的历史、邻里的可贵真情、街道及社区搞的
活动，并制成了专题片。他就是张殿臣，他不
但是摄影爱好者，还是社区志愿者。6月25
日，记者来到东苑社区，对张殿臣进行了采
访。

因工作爱上摄影

张殿臣今年63岁，是原市第一服装厂退
休干部。说起摄影的爱好，张殿臣说，这要从
他的工作说起。退休前，张殿臣是单位的业
务骨干，因为工作关系，他需要经常出差，参
加全国各地的服装节。

“在服装节上，我们会拍一些流行的服
饰，回来研究、学习。”张殿臣说。为此，1985
年，他自费买了一部“虎丘”牌照相机，自学摄
影。开始只是工作时用，后来游玩时也会拍
一些照片……就这样，张殿臣喜欢上了摄影。

“当时，拍的都是黑白照片。”张殿臣说，
他有个邻居在市区一家照相馆上班，遇到不
懂的问题，他就向邻居请教，并由此学会了冲
洗照片。

直到现在，张殿臣还记得自己冲洗出的
第一张照片，是在无锡太湖边拍的风景照。

“说起来冲洗照片很容易，只要有灯箱、显影
粉、定影粉、黑布等都行，可做起来真的不容
易。”张殿臣说，也不知道自己曝光了多少照
片，才将在无锡太湖边拍的风景照冲洗出来，
而且由于当时没有放大器，他冲出的照片只

有1英寸照片大小，根本看不清画面，但他还
是很激动。

退休后成了社区志愿者

因为单位效益不好及改制，2003年，张殿
臣提前退休。其间，他又学会了录像。2011年
夏季，搬到建东小区居住的他闲着无事到小区
花园遛弯，遇到一些戏剧爱好者在唱戏，由此
认识了当时在社区当志愿者的陶留长。

听说他们要举办第一届戏迷擂台赛，张

殿臣便自告奋勇给他们拍照、录像，事后还帮
忙将资料存入社区电脑。一来二去，张殿臣
和陶留长及社区的工作人员也熟悉了起来。
后来，社区有什么活动，张殿臣都前去帮忙拍
照、录像。每次活动结束，他还总是将其制成
光盘，送给社区作为资料留存。

慢慢地，他成了社区的志愿者。
“我们社区有6个固定的老年志愿者，他

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所以，平时，他干的活有
些多、杂。”社区党总支书记韩朋可说，张殿臣

刚成为社区志愿者时，没有分工，社区有什么
活他都要帮忙干，巡逻、拔草、检查卫生……

2013年，社区将几位志愿者的分工进行
了明确，张殿臣专门负责摄影、录像，即使如
此，他仍然帮着其他志愿者做事。陶留长今
年70多岁，是社区戏迷俱乐部的负责人，每
周三、日，社区戏迷俱乐部都要举行活动。每
逢此时，张殿臣除了做好摄影、录像工作外，
还要帮忙布置会场，活动结束后，还要帮着清
理会场。

“贴本”干活也愿意

张殿臣的办公桌里放着厚厚几摞他为社
区制作的光碟，光碟背面写有内容及制作时
间。记者看了看，光碟的内容涉及创卫、社区
艺术节活动和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等社区发
展的方方面面。

张殿臣说，起初，他没有任何制作视频的
基础，设备也非常简单，为了学制光碟，他通
过网络查询、咨询家人，一点一点摸索，就这
样学会了。录像时，录像设备是不能晃动的，
一动图像就模糊了。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架
子，举着录像机要一两个小时。晚上回家的
时候，他经常让老伴帮忙揉肩，后来时间长了
就习惯了。

最早给社区拍照片、录像不但要用自己的
照相机、录像机，干活也都是义务的。后来，社
区虽然准备了相机、录像机，但活还是义务地
干，而且机器出了问题，多数情况也需要张殿
臣自掏腰包去维修，对此，张殿臣毫无怨言。

“喜欢这个，自己玩也是玩，给社区帮忙
也算是发挥余热吧。”张殿臣说，到目前为止，
他用过的照相机、录像机都有五六台了。

张殿臣：社区里的摄影志愿者

□本报记者 牛超 通讯员 白东亮

“您这收音机声音小，可能是电池没电
了，或者是电路出了问题，一会儿我找人给您
修修！”近日，在舞钢市尹集镇敬老院，记者见
到王玉花时，她正在二楼为76岁的张富成老
人调试收音机。

王玉花今年57岁，身材矮小，性格开朗。

“这活没人干咱干！”

尹集镇敬老院建于 1988年，当时，有十
几位老人。镇民政所雇用服务员兼炊事员，
每月每人工资为60元。由于工资低，活既脏
又累，而且老年人事多难伺候，先后雇了多人
都辞职了。

1992年冬季，镇敬老院又遇到服务员、炊
事员短缺的情况。当时，王玉花还在尹集镇
小王庄村住，因为公公长年瘫痪在床，她喂
饭、擦屎、倒尿、洗衣、煎药，伺候得非常周
到。镇相关领导得知此事后，便萌生了雇王
玉花到镇敬老院当服务员和炊事员的想法。

那时，王玉花34岁，有一双儿女。得知
这一情况后，王玉花有些犹豫。经过再三考
虑，她认为这些老人没有亲人本来就很可怜，
如果再没人照顾，不是更可怜？况且自己家
离敬老院只有一里多地。“这活没人干咱干！”
王玉花做通了丈夫的工作，走进了镇敬老院，
当了服务员兼炊事员。

“尽力去干好！”

“敬老院，敬老院，天天围着老人转。”王
玉花说。当时，敬老院有住院老人 13人，虽
然人不多，但情况复杂，有的眼睛看不见，有
的生活不能自理，有的不会说话，还有的听
不见……王玉花来到敬老院后，就天天围着
这13位老人转。买菜、买米、买面、洗衣、做
饭、送医、送药、伺候病号住院……忙得日夜
不停。

常言说老小孩、老小孩，人一老就和小孩
差不多，但又不能像小孩一样对待。为此，王
玉花把自己当成老人的女儿，想方设法同他
们搞好关系。平日与他们说话、打招呼，她都
先喊“大叔”、“大婶”，再说具体事情。而且一
日三餐饭菜做到不重样，每周至少改善两次
生活，千方百计让每位老人都能吃到可口饭
菜；同时，有病号时每天还要加班做好病号
饭，端屎倒尿伺候。

衣服、被褥脏了就洗，做到周检查，月替
换。老人们爱看戏、听戏，她没条件为他们请

剧团，就自学了《朝阳沟》、《秦香莲》、《探阳
山》等老人喜爱的豫剧唱段，有空就让老人们
聚在一起为他们唱，让老人真正享受到在院
如在家。原来有几位想搬回老家去的老人，
由于王玉花的到来，也打消了回去的念头。

为了敬老院里的老人，她起早贪黑地忙
碌着，无意中却冷落了家人。一双儿女在上
学，丈夫照顾完孩子还要忙工作，回到家又
见不到王玉花，家里总是凉锅冷灶，衣服脏
了还得自己洗。时间长了，丈夫便有了怨
言。丈夫希望她能辞去敬老院的工作，可王
玉花又实在离不开敬老院这帮孤寡老人。
最终，王玉花决定和丈夫离婚。

痛失四岁小孙女

2004 年，尹集镇新敬老院建成，原来可
容纳10多人的小院一下子变成了可容纳30
多人的大院。人多了，王玉花的工作量也大
了。

敬老院有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叫王其
兰，因患脑血管病，好几次晕倒在地，经常拉

一裤子。王玉花总是帮其擦屎、倒尿、洗衣
服，还用架子车拉他去医院看过病，给他按
摩，搀他行走锻炼，半夜还起来给他喂水，使
他的身体得到康复。

“在敬老院这么多年，多亏了玉花对我
的照顾，要不是她，我早就死了。”提起王玉
花，王其兰说。

张瑞梅是位五保户，因病长年卧床不
起，且生活不能自理。王玉花每天伺候她拉
屎、撒尿，且一天三顿饭还喂着吃。开始，张
瑞梅稍有不顺心就破口大骂，别人听不下
去，就劝王玉花：“不管她，没良心。”对此，王
玉花说：“她是病人，护理好她是俺的职责。
俺希望能感化她，温暖她，让她享受到敬老院
的温暖。”就这样，时间长了，张瑞梅的性格也
发生了转变，她多次拉着玉花的手说：“你真
是个好人，对不起！”

2008年 7月 7日，敬老院的夏合党因病
愈要出院。当天上午，王玉花带着刚刚过完
四岁生日的小孙女到医院给夏合党办理出院
手续。王玉花只顾忙着给夏合党办理出院手

续、整理东西，一不留神小孙女溜出医院大
门，被一辆拖拉机轧着，抢救无效死亡。

这件事给王玉花很大的打击，可即使这
样，她仍没有请一天假，仍坚持上班。

23年来，她伺候过92位老人，为49位老
人尽孝送终，使这些鳏寡孤独者晚年有亲人，
含笑走完人生路。现在，敬老院有老人47人，
为了帮老人理发，她自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学
理发。不会用刮脸刀，她就在自己腿上练习，
腿被割流了血，老人很心疼，她却一笑了之。

每年，她都要为老人义务理发几百人
（次），给老人端屎、倒尿、喂水、喂饭更是家常
事。冬天，敬老院各个住室有煤火，她每天晚
上起床三五次去检查；夏天天热，怕老人吹电
扇时间过长引起抽风，她夜间不停地给他们
控制电扇时间，调整电扇风力。现在条件好
了，各个住室都安了空调。冬夏时节，她还要
天天到各住室调室温。她用她的爱心，温暖
着大家，感动着大家。

在敬老院，提起王玉花，大家会说：“她是
我们的好女儿。”

王玉花：孤寡老人的“好女儿”

近 日 ，
在舞钢市尹
集镇敬老院
内 ，王 玉 花
搀扶老人散
步。

本报记
者 牛超 摄

张殿臣用手中的DV机记录着社区里发生的大事小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