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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晓飞

他叫姜凯，16岁填写了参军报名
表，被退回来后，他不服气，跑去找指导
员，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离休后
他又以学校、社区为“战场”，继续“战
斗”，三十年的宣讲生涯，让他已经成了
远近闻名的“姜爷爷”，3505场宣讲把他
的生活填充得丰富而又多彩。现在他的
生活，用一句话讲最恰当不过了：要么在
宣讲，要么在宣讲的路上。

曾经<<<
战斗英雄，不断起飞

说起自己的参军经历，姜凯十分感
慨。1947年的夏天，河北唐山的一个小
县城面向全县年满18周岁的青壮年开
展了征兵工作。16岁的姜凯知道了这个
消息，也赶忙报了名。但因为年龄不达
标、个头又不够，姜凯交的报名表被打了
回去。他不死心又跑去征兵办公室找指
导员申请，“等我18岁就来不及了，我是
这个年纪里个子最高的，我一定要当
兵”。当时的他信誓旦旦，就这样，姜凯开
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姜凯，1931年出生于河北唐山，

1947年底刚满16岁的他参军入伍，开始
当的是陆军，不到两年便成为一名年轻

的共产党员，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
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解放浙东沿海
战斗等。他转战南北，多次荣立战功。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飞行员、第一
批特级飞行员，姜凯安全飞行36年，并
带头试飞了许多高难度训练项目。

如今<<<
坚守讲台，义务宣讲

辛苦了半辈子，多次死里逃生，离休

时也该颐养天年了，但是他选择了继续
“战斗”。今年4月初，在江苏路街道，他开
始了他的第3505场宣讲。“我这次的主
题是‘关心国防，热爱家园’。”姜凯告诉
记者，今年是他宣讲的第三十个年头，他
计划今年宣讲一百场。针对社区居民，他
最近的宣讲主题主要是热爱家园，而针
对学生，他则主要倾向于如何做“三热
爱”青年。
“我离休时56岁，党培养我那么多
年，我应该继续为社会做点什么。我喜欢
孩子，他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我们

的未来和希望所在，能为青少年的国防
教育工作出点力我感到很有意义。”谈及
初衷，姜凯总是一往情深，无怨无悔。从
30年前离休时起，姜凯便开始了人生的
第二次“起飞”：沿着关注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新航线，以校园为机场，着陆在孩
子们的心田姜凯戎马一生。如今，他也将
更多的精力放在社区，深入社区，为居民
送去一堂堂充满正能量的课程。

计划<<<
不想停歇，忙到96岁

无论到哪个学校演讲，姜凯始终以
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普通战士来要求自
己，坚持“四不要”：不要接送、不要陪同、
不要招待、不要报酬，不给学校添任何麻
烦。为使报告常讲常新，跟上时代步伐，
增强感染力，他很注意学习新知识，每年
都要自己花费上千元购买用于演讲的书
刊资料，如果不去宣讲，就是在为宣讲做
准备，“整材料，看报纸，听新闻，是我的
生活主线。”姜凯说，而每次演讲结束回
到家，他还要认真做笔记，记录下演讲的
时间、地点、主题、听讲人数和演讲效果
等，并整理存档，以便不断总结经验，精
益求精。
今年姜凯已经86岁高龄了，但是他

说起话来依旧铿锵有力，很是坚定，尤其
是谈起自己的“戎马生涯”，更是侃侃而
谈。“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一直演
讲到2027年。”姜凯坚定地说道。

英雄不服老，讲台当战场
86岁战斗英雄姜凯离休后为孩子们宣讲正能量，目前已宣讲3505场

[ 晚晴风采 ]

姜凯正在江苏路街道齐东路社区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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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一婷

憨态可掬的胖头娃娃，美丽动人
的傣族少女，栩栩如生的奔腾骏
马……只要给她一些布料和工具，她
都能进行创作，以布贴画的形式呈现
出来。她就是观海山社区居民张惠云。
今年79岁的观海山社区居民张惠云自
退休后把精力投入到了布贴画上，不
起眼的破旧、废弃“边角料”也能被她
的一双巧手变成宝。到现在为止，张惠
云已经创作了五百余幅布贴画，晚年
生活也因此变得充实而丰富。
近日，半岛记者来到张惠云家中，

只见墙上挂满了各种图案的布贴画。
单单是“年画宝宝”这个形象，张惠云
就创作出十几幅不重样的画作。有挑
鞭的、有捂耳朵的、有逗公鸡的，还有
敲锣吹笛子的等，这些小胖娃都是她
用“零件”一点点贴出来的。“别小看这
些布料‘零件’，它们材质、颜色和花样
的选取，都让我捉摸上半天，非得感觉
完美了才行。”张惠云说。
据张惠云介绍，布贴画的创作形

象多数是参照自己喜欢的图片进行再
创作的。先参照图片将创作形象用铅
笔临摹出来，再划分出形象的几大组
成“零件”，用纸壳子剪出这些“零件”。
由于纸壳较硬，比较好剪，也有定型作
用，只需要寻找适合的布料贴在纸壳
上，最终粘到纸上即可完成创作。

“我的布料一般是从集市、绸缎
店、服装厂等搜集而来的布头和边角
料，儿女们为了支持我送礼就送布。”
张惠云笑着说，“对我来说，送布就是
让我心情愉悦的健康保健品”。当然，
丈夫田振昌也非常支持。比如画作题
名和装裱这些“粗活儿”是丈夫的。每
幅画创作完成后，田振昌会帮张惠云
的画作题名，如“童趣”、“喜洋洋”或是
“竹报平安”等，再进行装裱，挂到墙上
展示。
正值鸡年，张惠云怎么能忘记创

作生肖鸡的作品呢？这不，张惠云刚刚
完成了两只身着华裳、昂首阔步的大
公鸡形象。单是一只“大公鸡”，张惠云
从画面绘制、构图安排以及材料选取
就耗费了几天的经历，更别说两只都
要精致耐看了。张惠云表示，鸡年有个
小目标，就是布展开讲，让更多居民感
受到布贴画的魅力，同时也希望更多
居民朋友把这种民俗文化继承下去。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潇
图/由受访者提供

每周三上午，都会有十几位老人
背着一把把二胡来到江西路社区活动
室里，他们就是江西路社区的二胡队。
虽然队员们都已年过六旬，但拉起二
胡时依然精神抖擞，每个人仿佛进入
了音乐的世界。2014年，他们与江西路
社区结缘，居民楼里多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二胡队也找到了一个家。
“二胡队又开始练习了。”家住江
西路的王明花说，自从二胡队来到这
里后，每个周三上午活动室里会准时
传出一阵阵节奏明快、透着喜庆的中
国传统民乐，她也会到活动室门前听
上一小段。十多位二胡队的队员们“挥
舞”着弓弦，忘情地演奏着。别看他们
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但只要拉起
二胡，就特别有精神，脸上没有一丝老
态。
在居民眼中，二胡队的演奏已十

分到位，但队员们却想做得更好。“能
有一个练习的地方不容易，所以我们
一定要拉好了。”家住江西路的李永春
是二胡队的队员，同时也是江西路社
区的居民。2014年底，李永春跟社区说
明了二胡队想到社区练习的想法。这
一想法得到了社区的大力支持，“正好
给咱社区增加点文化气息。”江西路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韦岚说，社区

需要这种文化队伍，他们不仅能增强
社区文化素养，还可以为居民的生活
增添乐趣。
二胡队的队员们大都有30多年的

演奏历史了，平常除了自娱自乐外，他
们都有一个展示自己才艺的梦想。为
了心中的梦想，队员们非常刻苦，练习
时每个人都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新
人”，仔仔细细看谱、认认真真练习。
“我十几岁就开始拉二胡了。”李永春
说，虽然自己有点二胡功底，但放下的
时间太长了。所以，练习结束后，他都
要回到家中反复练几遍。
2017年，二胡队将带着梦想踏上

“征程”，代表江西路社区参加区级比
赛。“我们勤加练习，争取取得一个好
名次。”王军说，虽然每周相聚在一起
的时间比较少，但大家都会在家中反
复练习。队员们都卯足了劲要在这次
比赛上惊艳亮相，为队伍争得一份荣
誉，为这个“家”送上一份喜报。

张惠云展示她创作的生肖鸡。

破旧边角料，巧手变为宝
观海山社区手艺人张惠云晚年生活丰富，创作了五百余幅布贴画

社区舞弓弦，演奏动真情
江西路社区二胡队奏响生活新篇章

二胡队成员全体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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