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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小家

老年人也应=精神享受

走进“小芳睦邻点”，一种快乐

的氛围弥漫在空气中。

有的老人围坐在一起玩着棋牌，

笑着说：“年纪大了必须多动动脑

子！ ”有的老人用器械健身，也有人在

打健身拳，还有人聚在一起翻看带来

的相册，回忆往日时光……志愿者穿

梭其间，回应老人的求助，不时端上

消暑饮品。 一位老人这样说：“最重

要的是大家能聚在一起， 是小芳给

我们创造了条件。 ”

上海乡村的发展变化，张凤芳

是亲历者。 但与乡邻交往时她发

现，尽管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烦

恼也随之而来。 有一位邻居，儿子

在市区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家

庭，这本是父母的骄傲，但儿子一

个月才回来一次。 等到暑假，儿子

儿媳又带着孙子出门旅游， 还是

难得见上一面，老人只能在家“大

眼瞪小眼”。

“我想把睦邻点办成老年人之

家！”在张凤芳看来，物质生活大为

改善，精神生活也要同步。 她希望

老人也能走出小家，享受与人相处

交流的乐趣。

为了这个老年人之家，张凤芳

与家人们一起重新设计房屋布

局，腾出空间再重新装修。

“这个‘家’应该有些什么？”她

又把平日与乡邻交往时， 老人们

无意中提到的那些愿望在心里列

成一张清单， 自掏腰包购置了按

摩椅、健身器和麻将桌等设备，无

偿提供使用。

2015 年 10 月，在村委会的支

持下，张凤芳在自己家里开设了养

老睦邻互助点。周围的老人纷纷闻

讯而来，感慨这里“成了第二个家”

“大家的家”。

除了无偿提供活动设备和志

愿服务外，“睦邻点最好还能提

供些文化活动， 这样更有意义”

———筹备伊始，张凤芳就一直琢磨

这事。她发现与年轻人和城区的人

相比，周边的老人对沪剧等传统艺

术很有兴趣，但他们观看这些文艺

演出的渠道有限。

张凤芳热心文艺，一直定期参

加排练节目， 并参与各类公益演

出。“乡邻中也有不少爱好者，为何

不自己组建团队呢？ ”于是张凤芳

又组建起“小芳睦邻演出队”和“小

芳艺术团”， 让周围有文艺爱好和

特长的邻居们“找到了组织”。大家

在一起排练沪剧传统剧目，同时还

加入舞蹈、唱歌、小品等各类表演

形式。

如今，两个文艺团队已拥有近

30 名成员， 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

每周四在睦邻点演出已成常态。张

凤芳还会把周边其他社区的文艺

团队请到睦邻点交流演出，让老人

们的生活更丰富了。

全家.阵

“花样”支持睦邻点活动

不仅要让乡邻和老人们享受

文艺演出， 张凤芳还希望通过此

举，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乡村的发

展变化。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成了

两个文艺团队创作的灵感。

2020 年， 张凤芳和睦邻点的

4位成员甘当“民间河长”。 她们通

过各种方式参与这项工作，努力让

河道更清澈更畅通，在这个过程中

也对家乡的自然景观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和感受。

于是，张凤芳等人便将河湖文

化和治理故事编进戏曲和小品中，

表演给睦邻点的乡邻们看，通俗易

懂地表达如何保护身边的“母亲

河”， 并在更大的舞台上通过这些

创作， 积极传播河湖保护的意义，

号召大家共同参与河湖保护与治

理。为此，张凤芳还被人们称为“文

艺河长”。

张凤芳组建这两个文艺团队，

立足于睦邻点这一“大本营”，经过

表演实践和反复锤炼， 走上更大

舞台， 曾到浦东群艺馆惠南分中

心及社区相关单位、 广场交流演

出。 此外，他们还常到周边的敬老

院慰问演出，不收取分文报酬。

张凤芳的无私奉献得到了家

人的理解和支持。 睦邻点常常为

老人和志愿者免费提供点心，每

到“做点心、送温暖”日，她的丈夫

凌晨 4 点就要起床，从烧水、和面

到下馄饨……几乎都被他一人包

揽。 张凤芳很感激丈夫的理解和

支持：“他是个好丈夫， 也是个好

帮手。 ”

父母敬老奉献的一举一动，也

被张凤芳的子女看在眼里，子女们

以各种形式支持她，不仅掏钱为张

凤芳的睦邻点陆续添置高品质的

音响设备、各类演出用品和健身器

材，也会在业余时间到睦邻点参与

志愿服务。“希望老人们在这里能

有更快乐的晚年生活，爱好文艺的

叔叔阿姨能有一个更好的排练和

演出环境， 也希望父母能健康开

心。 ”子女们这样说。

自己淋过雨

要为他人撑把伞

“一个‘人’字靠二笔支撑，我

就是靠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

着，精神力量很重要。 ”2009年，张

凤芳罹患恶性肿瘤，手术完成后又

接着做了 6次化疗。当时她的身体

极为虚弱， 医生甚至预测她仅有

“不足 5年的生存期”。

当时， 家人不敢将病情告诉

她，心直口快的张凤芳看不得家人

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样子，直接

要求了解病情真相。面对亲戚热情

提出帮忙“问仙”，她严辞拒绝：“我

珍爱生命，可以面对一切。 ”

张凤芳不迷信，也没有被医生

的“科学预测”吓倒。 当时她想，不

如把剩下的时间投入去做些“有意

义的事”。坚持科学治疗同时，她也

不间断参与健身，同时加入浦东新

区癌症康复俱乐部，与病友们排练

文艺节目，参与公益演出。

如今， 她已经长期不服抗癌

药，多次体检都显示身体健康。因

为有过这样的经历， 张凤芳常常

以身说法， 鼓励患病的人正视现

实，增强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

张凤芳组建的两个文艺团队，

部分成员是正在康复中的癌症患

者。 当年邻居老周得知自己患癌，

整天闷闷不乐，不愿见人。 张凤芳

主动上门找她谈心，以自己的亲身

经历劝导她，邀请她参加睦邻点活

动； 另一位成员老张患上抑郁症，

整天闭门不出，张凤芳就把她接到

睦邻点参加活动，如今在文艺团队

中的老张能歌善舞，精神面貌也焕

然一新。

“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幸福，

活出精气神。 ”张凤芳用她的探索

与努力，影响和改变着周边的乡邻

们， 鼓励他们无论是顺境还是逆

境，都要积极面对生活。

在张凤芳看来，乡村振兴的基

石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强调

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有“人

气”、聚“人心”。“人心振奋，应该

是乡村振兴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

她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 探索自

己的实践， 为上海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走进上海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浦东新区宣桥镇腰

路村，路过“小芳睦邻点”，

总有欢歌笑语传出： 老人

们坐在温度适宜的空调间

里，欣赏着“小芳艺术团”

带来的精彩节目， 志愿者

们则为大家端上百合绿豆

汤消暑……

在座的老人们，口中常

常呼唤“小芳……小芳”，都

说多亏有她这个有心人，生

活中“多了乐趣， 少了烦

恼”。

老人们口中亲切叫着

的“小芳”，正是“小芳睦邻

点”负责人张凤芳。 自 2015

年张凤芳主动在家设立养

老睦邻互助点以来，不仅为

老人提供多种志愿服务，还

组织起“小芳睦邻演出队”

“小芳艺术团”，丰富了村民

的精神生活，同时为老人带

来艺术滋养。

风风火火、精力旺盛的

张凤芳已年过六旬，曾罹患

癌症，被医生断言“活不过

5 年”， 她却奇迹般地将生

命舞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们认小芳，就因为

她身上有一股火一样的热

情和力量。 ”睦邻点许多老

人和志愿者，都被张凤芳感

动和鼓舞着。

◆记者 范献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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