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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为大家服务的心”
——记德州六村的“能工巧匠”们

明天是“学雷锋纪念日”，而我们身边就有着许多“活雷锋”。在德州六村“能工巧匠服务
社”，有一群年龄都超过60岁的老人，他们用爱心和热心传递着“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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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陈水春（中）、曹启民（右）和童伯元一起帮居民修轮椅。
右图：陈水春在帮居民修锅具。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思弘

能工巧匠服务社
里，摆满了各种维修
工具和待修的物件。
（图中人物从左到右
分别是曹启民、陈水
春、杨美娟、童伯元）。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陈烁

在德州六村，“能工巧匠”还真不少。

今年 68岁的陈水春，在居民眼中是“什么

都会修的能人”；擅长木工、修理、理发的赵

文聘；能修理电器的肖鹢，会修理电脑、音

响的毛锡华……

这群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常常聚在

一起，不仅交流养生、外出旅游，最主要的

是，还一起“干活”——修马桶、修电器、修

桌椅、修饭锅、修雨伞、补衣服、剃头、磨刀

等。

这些居民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他们

总是热心地帮忙解决，也因此成了居民们

心中的“活雷锋”。他们所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伍“能工巧匠服务社”，名气也越来越响。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修复破败的亭子，让陈水春开

始了发挥特长的志愿服务之路。而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让他从一个人
变成了一个团队。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陈水春正在外面

办事，手机突然响起。接起来，又是一个求

助电话。

小区里一户居民中午烧菜时，用了多

年的炒锅，把手突然松动，端起的锅一下子

侧翻，油泼在了炉灶上，窜起了火苗。这位

心急火燎的居民，就找到了“据说什么都会

修”的“陈师傅”。

这样的求助，陈水春已不知接到过多

少次。从 2010年把小区里一个破败的亭

子修复好后，陈水春的名声就逐渐在小区

传开了。

那是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昔，很多小

区的环境都在大整治，尤其是世博园附近

的小区，更是“高标准严要求”。可就在紧

邻世博园的德州六村56弄，一座年久失修

的亭子，成了破坏小区环境的一个刺眼所

在。“那个亭子和连着的长廊，时间长了，漆

皮开裂，破烂不堪。”陈水春回忆道。

这愁坏了小区的居民们，很多居民找

到居委会反映。居委会也向街道打了报告

申请立项维修。可从递报告到获批再到动

工，肯定要等上一段时日。最终，当时的居

委会书记高冠君找到了陈水春。

找陈水春，是因为他曾经当过玩具厂

的厂长，擅长木工和机修。而且，作为一个

在新疆待了 16年的老知青，他也曾“修过

机器扛过枪、挤过牛奶放过羊”，很多活计

都能干。

高冠君问陈水春：“老陈，你原来当过

厂长，能不能把这个亭子弄弄好？”陈水春

答应先设计图纸，梳理好修复方案、所需材

料、工程预算等。

最终，按照他设计的方案，街道拨付了

款项采购材料，人工则发动了小区里动手

能力较强的党员，以及一些年轻人。他们

与陈水春一起，清理场地、拆除倒塌的栏

杆、搭架子、刷油漆。半个月的忙活后，这

个让居民们介怀已久的亭子，展现出了新

面貌。

亭子和长廊修好后，陈水春又延续“自

己动手，修旧利废”的精神，帮助居委会修

理办公家具和小区设施。慢慢的，很多人

都在居委会看到一位老师傅，好像什么都

能修。于是，家里凳子坏了，来找陈师傅看

看能不能修；雨伞坏了，也拿来找他。

看到找他的人越来越多，高冠君就跟

陈水春商量：“老陈，你看能不能干脆成立

个志愿组织，帮助小区里这些困难家庭，解

决一些急难愁事？”

“可以啊，不过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

们再找个人手。”陈水春一口答应。而他楼

上的邻居吴雍浮，经常在他干活时帮忙，也

是个爱动手又热心的人。于是陈水春问他

愿不愿意加入，吴雍浮也爽快答应了。从

此，他们变成了两个人的队伍，并起了个

“帮帮乐”的名字。

居委会在空置的自行车棚下给他们改

建了一个小房间，用来放工具、材料等。从

此开启了他们范围越来越广的志愿服务。

可在一年半后，老吴搬走了，又剩下了

陈水春一个人。不过，高冠君又找来了两

三位热心助人也热衷动手的居民，继续充

实起了这支志愿队伍。成员壮大了，原本

随口叫的“帮帮乐”，也有了个更为正式的

名字——“能工巧匠服务社”。从此，这支

队伍延续至今。

各有所长散发光热
服务社的成员们，用自己各自

所长，为需要的居民们解决着急难
愁事。

成立到现在，能工巧匠服务社的成员

们经过了来回更替，有离开的，也有新补充

的，先后已有近20人参与。目前，有9名固

定成员：陈水春、赵文聘、童伯元、曹启民、

肖鹢、毛锡华、杨美娟、左南英和潘谷胜。

最大的童伯元 74 岁，其他的也都超过 60
岁。

赵文聘曾在部队、公安和海运局工作，

擅长木工、修理、理发等；童伯元退休前在

宝钢工业学校做老师，教电气自动化，现在

在服务社帮居民量血压；曹启民曾是轮渡

的轮机长，还是上海市劳动模范，会修理电

器；肖鹢是技校教师，也会修理电器；毛锡

华会修理电脑、音响等；杨美娟和左南英是

其中的两位女成员，两人都擅长裁剪、缝

纫；新加入的潘谷胜只要能做的都参与。

杨美娟原来在纺织厂上班，因为身体

原因提早内退。但现在，岁数大了，身体却

越来越好。加入服务社两年多，有居民需

要修剪缝补衣服，她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帮

忙；有老人颈椎不好，她自己做个颈托送给

人家；考虑陈师傅到别人家帮忙时换鞋不

方便，她用布做了鞋套，让陈师傅随身带

着。“在服务社帮助别人，自己很充实，也开

心，身体也好了。”她说。

童伯元退休后先参加了街道的市民巡

访团，现在不在巡访团了，又加入了服务

社。虽然自己也已年过古稀，但他学会了

量血压，每周三帮小区里的老人量血压。

曹启民则继续发挥着劳模精神，有居

民需要帮忙时，自己就竭尽所能。2016年

春节前，一位老妈妈打电话来，说家里漏水

了。曹启民赶紧赶了过去，帮助老人先在

家采取临时措施救急，又帮老人联系物业。

“我们主要就是帮助小区里的一些弱

势群体、孤老，或是比较贫困的家庭等，帮

他们解决一些急难愁事。有时一些比较棘

手的事情，我们也发挥力量帮助物业一起

解决。”陈水春说。

两年多前，他还曾与物业一起，解决了

一栋楼的马桶堵塞问题。张三宝阿婆住在

那栋楼的 4楼，是被堵的住户之一。“按一

下冲水按钮，只是咕嘟嘟地翻，冲不下去，

只能慢慢往下漏。天气又热，那段时间哦，

真是苦死了，臭味实在受不了。”现在说起

来，张阿婆还忍不住皱眉头。

物业查看后说，马桶没有问题，实在没

办法只好把几家的墙壁敲开，看看里面管

道有什么问题，可几户人家无法接受。

两三个月后，一位居民怒气冲冲地到

居委会投诉。正巧，那天值班的是陈水

春。了解情况后，他估计应该是管道气流

不畅的问题。于是，当天晚上，他就到楼顶

去查看了管道。“我拿着手电筒，从通到顶

楼的管道口往里看，黑洞洞的，只是隐约看

到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好像堵着一团东西。”

陈水春回忆说。

为了搞清楚管道里到底什么情况，第

二天一大早，他又爬到楼顶。这次看清了，

里面确实有东西。于是，他联系了物业，请

物业带着工具赶到现场。最后，终于找到

“罪魁祸首”——一团破旧的牛仔裤管，里

面包着一大团水泥，外面还裹着塑料袋。

就是这团东西堵塞了管道，致使气流不畅，

马桶无法顺利冲水。

至此，问题终于解决。楼里的几户居

民都对陈水春充满感谢之情。张阿婆如今

还连声称赞：“他真的很好，帮我们解决了

这个大问题。”

“雷锋精神”在传递
“不管人员怎么变换，为大家服

务的宗旨永远不变。最重要的，就
是有一颗为大家服务的心。”陈水春
说。

如今的能工巧匠服务社里，可谓“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就像一个小小的机械加

工厂。墙面上，用木板搭出了几层架子，最

上面是一摞废旧木板。一层层架子上，各

种五金件整齐地分门别类放置在塑料篮、

小圆瓶中。下面的台子上，摆放着小型钻

孔机等机器，以及一些待修理的物件。

仔细看，种种物件都是废物利用。一

个月饼盒子，打开是理发工具；一个长条

凳，一端的凳面上做了个箭头状凸起，是用

来方便磨剪刀的；墙上挂着一堆废旧雨伞

握把，是陈水春准备用来给老年人做拐杖

用的；盛放着不同型号螺丝钉等小零件的

小圆瓶，上面却写着“话梅、腰果”等各种零

食名字，原来，这是成员们收集的零食罐，

用来盛放小五金件，足足有几十个。

就是用这些废旧的物料和零件，加上

自己的工具，他们帮居民修理电风扇、门

窗，帮助老弱病残、特殊群体、孤寡老人疏

通下水道、修理电线跳闸等。还有诸如雨

伞、汤婆子等，在外面难找到地方修理的东

西，居民们也会送来请这些“能工巧匠”修

理。

记者采访时，在小区晒太阳的一些居

民，说起能工巧匠服务社，纷纷伸出大拇

指。德州六村现任居委书记黄莉雯说：“现

在有些居民家里不用的家具电器，还会主

动送到居委会，让能工巧匠服务社看看能

不能用。”

德州六村老年活动室里，一个用来摆

放东西的乳白色高低柜，装着明亮的玻璃

门，看起来像新的一样。但事实上，这是被

人丢弃的旧家具，服务社成员新买了玻璃

装上，又刷了一遍油漆，使之成功地“华丽

变身”。

街道为活动室配了台电视机，可电视

机挂在墙上有点儿高，老人们看着不方便，

且活动室空间有限。陈水春从外面花 10
元钱买了个小小的旧柜子，回来后，自己在

下面装了几个脚轮，上面又装了一根杆子，

把电视机装在杆子上，脚轮还可以让电视

机随意转动方向，方便观看。

“不管我们的成员有什么技能，人员怎

么变换，为大家服务的宗旨永远不变。最

重要的，就是有一颗为大家服务的心。”陈

水春说。

现在，服务社和居委会又一起谋划着，

把这些动手的技术传给年轻的一代，让志

愿服务一直延续下去。正好，小区对面就

是群星职校，学生们也有提升技术能力的

需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开展了技术传

承活动。

一群老人们，手把手教一群十几岁的

孩子们，教他们如何修理小物件，如何用缝

纫机。老人们很欣慰，孩子们很新奇，而就

在这样的欣慰和新奇中，“雷锋精神”无声

地传递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