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报4版

■ 编辑/赵亚辉 ○ 美编/袁国明 ○ 校对/方立 ■

通州区潞苑南里社区居委会在搬入

东亚逸品阁小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

小区的宣传栏上张贴了招聘志愿者的告

示，没一会儿便等来了一位报名者——刚

追随孩子来到北京的退休人士吴建华。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可犯了难：招聘广

告上唯一的要求就是60岁之内，但此时

的吴建华已年满62岁了。“我年龄也不是

太大，退休后在家闲着没事儿，社区里有

什么志愿服务活动就和我说一声，只要有

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出一份力。”面对

这个自称“来碰碰运气”的执着老先生，居

委会破例让他成了“高龄”社区志愿者。

自从踏上志愿服务这条路，吴建华便

成了社区里的“大忙人”——国庆期间，他

在社区卡口执勤；过年时，他在社区内进

行禁放烟花爆竹的巡查；平常还要去路口

参与“红绿灯”文明劝导。只要是社区组

织的活动，吴建华不挑时间、不挑地点，积

极报名，其他志愿者有事时，他还要求主

动排班。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潞苑南里社区居委会管理7个小区，人手

紧张，特别需要志愿者的支援。由于当时

的居民对于病毒情况所知甚少，志愿者的

招募一度陷入瓶颈。但吴建华还是第一

个报了名。那时志愿者报名人员有限，吴

建华在小区门口一站就是一天，同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回忆当时的心情，吴建华也承认自己

“确实有点害怕”：但一想到社区需要志愿

者，也就不怕了：“只要社区需要我就能顶

上，当然自己也要做好防护，我希望能做

些服务！”

除了在困难的时期勇当“小区站岗

人”，吴建华还是防疫知识的“传播者”。

他以身作则，带头抵制谣言，从2020年初

疫情暴发至今，他随时关注官方新闻以及

社区发布的最新消息，并把这些信息通过

微信、朋友圈等进行转发，消除邻里居民

的恐惧心理。

2020年，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实施以来，吴建华也第一个报名参

与桶前值守工作，参与指导居民如何分

类，还帮助社区、物业进行楼道堵物清

理。面对部分居民的不理解，以及初期绝

大部分垃圾分类不彻底，吴建华做好了心

理准备，参与志愿服务非常有耐心。“老传

统和新观念有冲突很正常，这不是一天两

天能够改变的，耐心地解释这件事，居民

们会慢慢意识到垃圾分类的好处。我们

只能提醒督促，真正的改变还得靠自己。”

他说道。

往后的日子里，吴建华一直践行着自

己的理念，桶前值守时耐心劝导、主动分

拣，周末还会拿着社区的宣传单挨家挨户

地入户指导，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意

识到垃圾分类的必要性。社区免费发放

组装垃圾桶，他也要去帮忙安装，尽可能

地方便大家。

志愿服务时间久了难免遇到不理解，

还有人泼冷水，不过他对垃圾分类宣传的

热情并没有因此被浇灭。“做群众工作不

就是这样吗？有抵触情绪的终究是少数，

只要我做好自己的工作，大家慢慢能体会

到这些都是为了咱老百姓好。”在吴建华

的影响下，潞苑南里社区志愿者的队伍不

断壮大，如今已有二三十人。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庆祝活动通州区城市志愿服务工作先进

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中，吴建华被推选为

“最美城市志愿者”。社区书记把证书颁

发给他时，面对荣誉他受宠若惊，因为在

他眼里，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最大受益人

其实应该是自己。

他说，“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不仅丰

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提高了自己的思想

境界。自己有事儿干了，退休之后的很多

烦恼也都没了。城市建设靠大伙儿来维

护，能在活动之中为城市建设出一份力，

自己心里也倍儿舒服。” 文/张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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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绿岛家园社区住着一位73

岁的老人，社区居民叫他“板凳李”，孩子

们亲切地称他“板凳爷爷”。“板凳爷爷”名

叫李玉文，20年来，他为小区邻居免费

“私人定制”——板凳、桌子、锅铲等木工

物品超过4000件。

“除了家用电器是花钱购买的，其他

的桌子、椅子、衣橱、电视柜等家具，全部

是我自己制作。”李玉文原是门头沟区京

煤集团门矿职工，退休在家后，他利用自

己的木工手艺制作家具摆件。

他巧手打磨的家具，涂上油漆后，与

市面上购买的成品并无差异。在家中，有

一处李玉文自己的小天地——“简易操作

间”。操作间墙壁挂满了木工所用的工

具，榔头、斧头、锤子、刨子、直尺等应有尽

有，墙角堆放着大小不一的木质材料，有

长形的、方形的、圆形的，基本以边角料为

主。“这些材料都是我捡回来的，有饭店扔

掉的旧家具，有别人装修丢掉的边角料，

这些木料扔掉太可惜了，都要利用起来

啊！”李玉文说。

很快，李玉文的高超手艺在社区传播

开来，不时有邻居专程登门，欣赏各式各

样的木质家具。“捡来的木材用不完，邻

居们也喜欢，我就想做一些简单的小板

凳，送给孩子们。”就这样，他利用自己的

木工手艺帮助街坊邻里免费维修家具、

制作板凳。

平日里，李玉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案

台上刨木条，虽然上了年纪，他的手艺仍

十分精湛。刨、削、切、划、敲……动作娴

熟老练、干净利落。

随着“唰唰”的声响，木屑飘落一地，

凹凸不平的木条顿时变得光滑，呈现出他

预想中的模样。这些板凳的凳面是长方

形，下方由两块木板做成凳脚。板凳大小

不一，用的木板也不大一样，但做工都很

细致，打磨得很光滑，拎起来有点沉，坐上

去稳稳当当。不出半天时间，这样一张精

致的小板凳便制作完成了。

“老李，这回你可要收费了，不能总让

你义务劳动。”面对邻居提出支付报酬的

要求，李玉文连连摆手，坚定地说：“都是

老邻居了，还是那句话，分文不收，有事

就来找我。”如今邻居们整理出来废旧木

料，第一反应就是拿过来给李玉文，看看

能不能用上。那些原本要被丢弃的装修

垃圾，经李玉文的巧手，不仅悄悄减量还

变成了日常的实用物。看到自己的手艺

可以给别人带来温暖，李玉文打心里高

兴。久而久之，“板凳爷爷”成了小区小

有名气的人物。

从2003年开始，李玉文一做就是20

年。不管天冷还是天热，只要能找到废旧

材料，就帮居民做板凳，20年间，义务做板

凳达4000余个，工具用坏了十几个，光购

买钉子就花费了1200多元。

不仅绿岛家园社区的居民收到过李

玉文亲手做的小板凳，在各种志愿活动

里，李玉文都会赶制一批小板凳捐出来。

2011年，他得知福利院的孩子们缺少座

椅，花了12天做了30条小板凳，并由社区

的孩子们负责装饰，画上了可爱的花纹，

赶在过年前送去了。

除了木板凳外，李玉文还为社区居民

做了许多实用物件，无论是谁有求于他，

他都能热心相助。邻居刘阿姨家电锅坏

了，李玉文不仅帮忙修好，还制作了锅

铲、汤勺等厨房用品；社区垃圾站的垃圾

钩破损，李玉文熬夜制作，默默将崭新的

垃圾钩送回原处；车棚子是老少邻居们

聚集谈天的休闲之地，李玉文动手修好

围挡，又利用废旧材料，制作成各式各样

的板凳，最后再加上小垫子，让大家坐得

舒舒服服。

20年来，4000多件“木头宝贝”暖了

邻居的心，李玉文在热心帮助邻居们的同

时，也享受着助人的快乐。虽然已年过七

旬，但他说：“我闲不住，只要身体吃得消，

就要发挥余热，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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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门头沟区文明办

69岁社区志愿服务退休献余热

20年间送出四千张幸福小板凳

通州区“志愿服务好市民”吴建华

门头沟区“志愿服务好市民”李玉文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市民群众积极投身首都生

态文明建设，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V蓝北京”主题宣传活动，涌现

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

个人。今天为您介绍“志愿服务好市民”，分别是来自通州区的吴建华、门

头沟区的李玉文。

“志愿服务好市民”评选标

准：争做绿色环保志愿者，身体力

行参加绿色环保志愿服务，并能

影响带动他人积极参与。

吴建华获得“志愿服务好市民”称号

李玉文利用废旧木材制作长板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