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市红星路94号，一位80多岁的王大爷出门后
把钥匙锁在家里，王志华接到电话立马赶过去后，三下
两下将门打开，等到老人转身去房间拿钱时，他已经离
开了。“给孤寡老人修锁不要钱，这一原则他已经坚守了
二十多年。”作为社区“好帮手志愿服务队”队长、优秀志
愿者、社区好人，王志华将为孤寡、贫困老人义务服务当
成第二职业。

□赵亮 马娜娜 星级记者 俞宝强

从小伙到大叔
他始终免费为困难老人修锁

从18岁的小伙到45岁的大叔，王志华的容颜变了
很多，身材也变宽了，而“给孤寡老人义务服务”的原则
一直初心不改。

来自庐江农村的他 17 岁就到合肥当修锁学徒，拎
着工具包在四牌楼片区走街串巷。1992 年，一次偶然
机会他加入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当时有消防宣传、
免费量血压等许多便民服务。”第一次为居民义务劳动
后，朴实的小伙子心里暖暖的：“人不能只看钱，活在世

上，不是只有钱好。”
打那以后，只要孤寡老人、困难老人来修锁，他一

律免费，就算上门，也不收一分钱。四牌楼社区工作人
员孙冬梅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家住桐城路
的一位潘奶奶算得上他的“老主顾”，王师傅一直免费
为她服务，直到老人去世。

对于这位老人，王师傅也印象深刻，“去过她家好
几次。”王志华记得，有一次老人家大门锁坏了关不严，
老人出不了门就打电话给社区，王师傅去帮忙修好；后
来又有一次，是房门锁住了，钥匙没拿出来，也是王师
傅前去帮忙。去年，送餐人员去给老人送饭时，发现门
怎么也敲不开，王师傅匆忙赶过去，发现老人已经重病
在床。就这样，王志华为这位老人义务修了许多年
锁。王志华说，这些年义务帮助的老人他都记不清姓
名，也没有统计，但印象中应该能达几百个。

钱包、手机……
别人的贵重物品他绝不贪恋

修锁这个职业会接触到很多繁琐的事务，经常会有
些马虎的顾客会将包、手机等落下，但王志华从未动心
过，原封不动地归还。

回忆起去年的一件事，让他有些哭笑不得。一位
50 来岁的中年女士来找他修包，他看了一下说，“你先
把包里东西拿出来吧。”这位女士就将包里的东西倒了
个底朝天，后来修好后，她匆匆装起来就走了。就在王
志华埋头修锁的时候，突然听见电话铃声响了，他抬头
一看，想起刚才那位女士可能是将手机落下来了。“我
当时正在忙，想着她肯定会回来拿，就没去接电话。”不
一会儿，那位女子气冲冲地赶过来，还带来老公。还未
等她开口，王志华将手机双手送给了她，女子愣住了，
继而尴尬地连连感谢。

第二天女子的妈妈来修东西，还一直表示感谢，“你
们以后有什么问题找我女儿，我们一定也会帮忙的。”

王志华说，这样丢东西的例子不胜枚举，几天前，
还有一位老师将钱包丢下，他看见里面有大叠现金，但
依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失主。

其实，王志华的收入并不高，夫妻二人靠着修锁
摊，一年最多五六万的收入，多年的积累在合肥买了一
套 90 平米的小房子，“人要知足，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
挺好了，不是我的东西绝不会贪。”

如今，他的人品和性格深受邻里尊敬和欣赏，提起
修锁的王师傅，大家都竖起大拇指，“好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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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节宜常摇，手心、足心、腰眼宜

常搓。”
这位修锁匠有毫怪

帮孤寡老人修锁不收一分钱

陈自华在照顾丈夫吃药

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她一个人照顾

“2009 年 6 月 9 日，我得的脑梗塞。”
直到现在，周继香对这个日子还是记忆犹
新，好不容易情况好转出院了，可不到一
个月，他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又复发了。

陈自华告诉记者，两次脑梗塞虽然让
周继香捡回了一条命，但出院后他在床上
足足瘫痪了两个月，每天吃饭、洗澡、穿
衣、大小便都是陈自华一个人照顾的。

“那时候没白天没黑夜，确实很辛苦，
尤其是晚上，他想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得起
来，经常睡不好。”为了照顾老伴，陈自华
在医院时跟医生专门学了按摩手法，回来
后每天三次为老伴按摩。

悉心照顾加上针灸治疗，周继香的身
体慢慢好了一点，从说不出话到慢慢可
以跟人交流，从瘫痪在床到可以拄着拐
杖挪步，“这我已经很高兴了，只是他的
左边身子和胳膊还是不太利索，连翻身
都很困难。”

既当嫂子又当娘

今年是周继香和陈自华结婚五十周

年，他们一直带着周继香的弟弟周继贵一
起生活。

“以前一直是一大家子一起生活，我
婆婆 4 年前去世了，弟弟我更要照顾了。”
周继贵精神上不太正常，一直没结婚，也
没有子女，虽然能跟人说上几句话，但他
连自己今年多大年龄都不知道。

陈自华说，弟弟今年 66 岁，比自己小
2岁，也是个可怜人。

如今，三个老人居住在一套两居室的
房子里，陈自华就是周继香和周继贵的

“守护神”，“平常都不敢出门，就算有事
非得出去，我得提前一天先把菜做好放
冰箱里。”

“老公在，这个家才在。”虽然日子过
得艰难，但陈自华还是很乐观，“即使有一
天我不在了，我的孩子们还是会接着照顾
他们。”

行动不便的老公、精神不正常的小叔子

50年如一日，她守护一家人

“来，到时间吃药了！”在合肥市望湖
北苑小区，陈自华将手中的药和水递到
老伴周继香手中，觉得天气有些闷热，她
又拿起毛巾为老伴擦洗起来……

2009年，周继香因为突发脑梗塞导
致瘫痪，虽然在康复治疗之后有了好转，
但现在生活上还是不能自理，陈自华就
当起了24小时保姆，而且，她还得照顾
精神不太正常的小叔子周继贵。

□陈红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八旬老人不弃“包袱”
精心照顾病儿20年

沈成法和儿子

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他，
却要每天和老伴照顾着患精神
病的小儿子，洗衣做饭20年。

家住合肥市包河区骆岗街
道骆岗社居委的沈成法今年已
经80岁，虽然身体单薄，但做
事干练，一点儿也不像是年过
八旬的老人，“他是我们永远都
长不大的儿子，也是我们的心
头肉。”

□吴燕凌记者沈娟娟 文/图

知子莫若父，儿子的心思只有他懂

沈成法的小儿子叫沈章有，今年46岁，犯病已有二十年了。
“他喜欢钻牛角尖，当初谈女朋友时不爱说话。”沈成法告诉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女方因为嫌他木讷就提出了分手，儿子一时想不开
就发病了。

虽然带着儿子四处求医问药，但病情却始终没有好转。不发病时，
沈章有只是不说话、不理人，但发病时会到处乱跑，经常找不到人。

“有一次打雷下雨，他突然跑出去了，我找了两个小时，最终在一棵
大树下找到了他。”沈成法说，知子莫若父，在把儿子可能去的地方都找
了一圈后，终于找到了浑身湿透的儿子。

最近，沈章有的病情似乎有点恶化，一到晚上就神情紧张，总感觉不
安全，家里大大小小的物件都要逐一检查，一边摸索着一边嘀嘀咕咕，

“他这是害怕呢，所以我一直陪着他。”

不愿放弃“包袱”，乐观面对生活

从沈章有生病后，沈成法和老伴就没省心过。
有时候，买药要跑好远的路；在医院坐电梯，他都得找人帮忙……曾

经有人劝沈成法放弃这个“包袱”，但都被沈成法拒绝了，“他是我们的儿
子，怎么能不管他呢？”

“他是我们的心头肉。”虽然不善言辞，但沈成法一遍遍在强调不能
丢下儿子不管。

尽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尽管儿子的病一直不能痊愈，但沈成法
还是一如既往地承担起照顾儿子的重担，即使已80岁高龄，“我会一直
照顾他到我不能动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