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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档案盒，迎接十九大
中韩街道华都社区老党员宋宗敏坚持做学习笔记，还想当志愿者教保健操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杨 通
讯员 于雅洁

在金家岭街道康城社区，有个响当
当的老年文艺团队——— 康城社区“百灵
鸟”老年合唱团，合唱、独唱、二重唱样样
拿手，无论是每年的社区消夏晚会，还是
街道社区组织的各种文艺汇演和比赛，
都能听到他们动听的歌声。每次排练和
演出，总少不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队伍
前方认真地弹着电子琴，他就是家住桃
源山色小区、今年63岁的孙英杰。8月25
日，记者见到他时，他将电子琴架在一个
大音响上，为合唱团弹着伴奏。

自学电子琴，十二年如一日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孙英杰家乡
在吉林长春，从小就特别喜爱音乐，上
小学期间就在学校的宣传队。“我特别
爱好乐器，那时宣传队里乐器比较全，
当时就二胡拉得最像样。”孙英杰告诉
记者，年轻时拉二胡便有七八年的时
间。工作后在单位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
电子琴，多元化的音色瞬间吸引了孙英

杰。他说，之所以去学习电子琴的原因
是，他一辈子不吸烟不喝酒，最大的爱
好就是音乐，与二胡相比，电子琴的音
色很丰富，节奏多，也很容易掌握。
2005年，孙英杰买了第一把电子琴，并
买来书开始自学。
因为有良好的音乐基础，老人学起

电子琴也是得心应手。“一开始看着书
学基本指法，然后一段一段地弹，弹奏
速度非常慢，熟能生巧，凭借日复一日
坚持，很快她就能弹奏完整的曲子。”孙

英杰笑着对记者说。就这样，他弹了十
二年，如今，老人家已经从单手练到了
双手连弹，能够独立演奏百余首曲子。
“当时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孙辈们也不
需要我管了，有了空余时间就想弹琴。”
孙英杰觉得弹琴不仅让自己身体更健
康了，也成了他抒发心情的一种最佳方
式。

义务为合唱团弹琴伴奏

2011年，退休后的孙英杰和老伴儿
跟随女儿来到青岛，入住康城社区。在得
知社区有不少文艺团队后，他便开始经常
来社区活动。“我弹了这么多年琴，虽然起
步晚些，但也希望能有用武之地。”孙英杰
告诉记者，经过社区介绍，他得知社区合
唱团成立多年，只有一个老师每周带着大
家唱歌，他便自动提议来到合唱团为大家
伴奏。“平时谈曲子和伴奏的谱子和弹法
都不一样，伴奏我一定不能弹错，不然可
能会影响合唱的队员。”每周五上午，孙英
杰都会背着十几斤沉的电子琴来到社区
活动室，与大家一齐练习，为大家伴奏。
记者看到合唱团练习的不少曲子，

孙英杰都是不需要谱子，默弹下来的。
当记者问到弹奏技巧时，孙英杰二话
不说直接坐到了电子琴边，给记者露
了一手，弹起了他最拿手的曲子《新康
定情歌》，他的左右手指非常灵活，真
让人难以相信他竟能把曲子弹得如此
高雅动听。记者注意到，老人弹琴时的
面部表情完全陶醉于音乐的优美旋律
中，可见他对音乐的领悟之深厚。“年
龄大了，自己喜欢爱好什么，学点什
么，就去干点什么，不需要强迫，也无
需跟风。在家安享晚年固然好，但是能
有机会再能带动别人、感染别人、温暖
别人，即使已然年迈，也是一种幸福。”
孙英杰如是说道。

自学百首曲，义务为合唱团伴奏
康城社区六旬老人孙英杰相伴电子琴12年，倡导老年人以乐养生

[ 社区达人 ]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焦红红

华都社区老党员宋宗敏1956年入
党，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好习惯。自2016
年社区开展“两学一做”党员教育以来，
她坚持记笔记、编顺口溜，反复学习党
课；利用空闲织爱心毛衣、背心想捐给需
要的孩子；自学养生知识自编保健操，今
年已82岁的她还想当志愿者发挥余热。

爱学习的她带出先进团体

今年82岁的宋宗敏出生在文登的
一个小山村，家里两个姐姐都参军，自小
受爱国主义影响的她也希望能为祖国贡
献力量。16岁时，小学毕业的她参加省
工业厅考试被录取，经过3个月集训，于
1952年分到青岛沧口橡胶二厂工作。因
儿时偷学了算盘，在工厂车间待了一个
月的宋宗敏便被调到办公室负责统计工
作，1954年任团总支书记，195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在工厂时，宋宗敏干过党政工团、组

织科、宣传科、文化等多个部门，干一行，
学一行，爱一行，要强的她带的团队几乎
年年评先进。宋宗敏的学习一直抓得很
紧，她常说，“人不能不学习，不学习就废
了。”在她看来，只要肯学习，没有干不好
的事情。当时，《青年报》《半月刊》等报纸
文摘都是她的学习材料，而且养成了记
笔记的习惯。

做笔记、编顺口溜巩固党课
宋宗敏说，自己这辈子受益最大的

习惯就是不断学习。自去年4月社区开
展“两学一做”党员教育活动以来，她便
坚持做“两学一做”笔记，现在已记了厚
厚的四个本子。“我的学习方式有三个，
一个是看文件写党课，党课已经写了30
课；第二个是自己提问题自己找答案；第
三个是用顺口溜写自身体会。”宋宗敏
称，这样是为达到反复学习目的。
在宋宗敏的炕头摆着六个档案盒，

除了“两学一做笔记”，还有“自我保健操
作”“保健知识学习笔记”“科学养生资料
笔记”“读报学习笔记”“人生哲理学习资
料笔记”等笔记，她还专门为即将召开的
十九大准备好了档案盒。
82岁的宋宗敏一天的安排是这样

的：早上五点起来看养生节目学保健知识，

上午看“两学一做”学习材料并记笔记，下
午再看“养生堂”节目编保健操，每天会读
报。“我现在已经编了好几套保健操，头部、
脸部、颈部、手臂等保健都有，我自己经常
做，对身体有好处。“宋宗敏介绍。

想当志愿者义务教保健操

“身为党员，光学理论可不行，我就
想该怎么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宋宗敏想
出了织毛衣献爱心的做法，她从亲戚朋
友处搜罗来毛线，织了17件毛衣和14件
背心。毛衣今年六一前就织好了，可那会
宋宗敏生病住院耽搁了，现在想通过组
织捐出去。

“我的腿骨膜磨坏了，这两条腿都
动了手术。住了一个月的院，现在走路
需要拄着拐杖，坐久了也不舒服，坐着
学习底下得垫个枕头，需要至少恢复
半年时间。”即便是这样，社区的活动，
只要需要她，她都会参加。8月18日上
午，崂山区“中国梦·党在心中”宣讲团
来到华都社区宣讲，她赶到了现场。
“我觉得这样的宣讲形式很好，很及
时，传播正能量。”
在家闲不住的她，有空会剪纸或手

工，家里的2个橱柜上摆满了老人亲手
做的工艺品。“等我腿好了，我想到社区
附近的敬老院做志愿者，带大家一起做
保健操，身体是自己的，要保重好，不给
子女和国家添负担。”宋宗敏说道。

宋宗敏的学
习笔记已经攒了
厚厚一摞。

[ 党员风采 ]

孙英
杰在为合
唱团弹琴
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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