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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寿张路社区，有这样一个大
家庭，一家四代八口人和乐融融地
住在一起，幸福美满，让邻居们连连
称赞。这就是高星寿一家。
作为家里的长辈，高星寿今年

84岁了。“除了常见的老年病，我跟
老伴儿的身体还算硬朗。”说起家里
的儿孙，老人一个劲儿夸赞。“我就
一个儿子，叫高国华，也66岁了。我
住在102，孙女住在104，儿子住在
5楼。”老人告诉记者，孙女成家后，
现在也有了两个可爱的小重孙。“一
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每天他们
放学回家，都是我们家最欢乐的时
候。”
“结婚时候，孙女婿在双山买的
房子，但是考虑到照顾我们方便，小
两口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住着，一住
就是八年多。”在高星寿的家里，一
张直径一米三的大圆桌见证家里的
和乐。“最开始，家里5个人吃饭的时
候，用的是一张小圆桌。现在8口家，
又换成了这张大圆桌。”

不久前，半夜11点，高星寿因
为腹痛醒来。由于心疼儿子，本想忍

一忍，实在疼得厉害，他不得已打电
话叫醒儿子。接到电话，儿子儿媳一

起送他到医院。输液的间隙，高星寿
看着忙里忙外的两个人，心里一阵
阵难过。“孩子们都很孝顺，也太累。
孙女在崂山上班，每天很早出门。孙
女婿是眼科医生，天天病人都排着
长队，咱得让孩子保持休息，对病人
负责。”考虑到4位老人，孙女家的
新房交房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去住
过。
谈起家里的相处之道，高星寿

说，首要的就是长辈不要以老为尊，
要给后辈留有空间。说到这里，马秀
兰笑道：“我刚当婆婆时候，我们老
人聚在一起。说起儿媳妇，很多人都
有不满的地方，但是只要一提起我，
她们就说，‘说起媳妇来，马大姐就
眉开眼笑。’真是这样，我看着儿媳
妇就跟闺女一样，她待我也是一样
的亲。”
如今，两位老人每天翻翻报纸，

听听新闻，孩子放学时，便会逗逗小
重孙，四世同堂，安享着幸福的晚年
生活。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句
话用来形容嘉祥路社区的教师家
庭李鸣雁一家再贴切不过。一家三
代 5位老师，他们坚守在三尺讲
台，用不变的初心和梦想诠释着教
书育人的情怀。他们传承的不仅是
职业，更是家风。
走进李鸣雁的家，仔细观察会

发现，书是家里当仁不让的主角。
作为一名在教育阵线38年的退休
教师，如今，76岁的李鸣雁最喜欢
的事情还是看书。“《平凡的世界》
这本书我建议年轻人认真读读。”
李鸣雁边说边推荐起来。在热能动
力方面作为高级工程师的老伴蔡
孝义眼中，专业书则必不可少。
说起一家三代的教师情怀，李

鸣雁告诉记者，这要从自己的父母
亲谈起。“母亲当年从烟台的师范
学校毕业后，就到了学校教学，后
来认识了同样当老师的父亲。因为
工作调动，俩人从烟台一起调到了
青岛的学校。”她回忆说，受到家人

的影响，她对自己的学业要求很严
格。从青岛一中毕业后，她就到了
原四川路第一小学，成为了一名老

师。
“那个年代，老师不分科，从语
文、数学，到音乐、美术，全都是我

们自己教。”因为表现突出，工作不
久，李鸣雁就成了专带毕业班的老
师。“当时，小学升初中，全都要
考。”连续带了几十年毕业班，在她
的班上，没有考不上初中的学生。
“教书，不仅教的是知识，更是一种
责任。”不能让一个学生掉队，这是
李鸣雁对学生的要求，更是对自己
的要求。
“在我们家，我最小的弟弟也

是老师。”李鸣雁说，因为对教师职
业的感情，二女儿考学时，她和女
儿商量选择了读师范。毕业后，二
女儿也成为一名老师。
“她刚开始走上岗位的时候，
我很着急，替孩子们着急。”为了让
女儿尽快适应教学节奏，她跟着女
儿一起反复修改教案，并坐在教室
后面听课。回家后，你讲我评，我讲
你评，两个人互相演练，直到达到
最好的效果。如今，女儿已经成为
一名优秀的教师，这让李鸣雁很欣
慰。

在广州路社区，说起赵柏和，
不少居民都很熟悉。维修楼道感应
灯、安装户外晾衣架……在各种社
区维修事务中，都少不了他的身
影。一水多用、垃圾分类、废旧物品
利用，69岁的赵柏和还发动家人
一起，从身边点滴做起，用力所能
及的行动践行环保理念。
如今，不少市民纷纷加入到节

约用水的行动中来。接雨水浇花、
一水多用……赵柏和和爱人不仅
是养花数十载的“养花人”，还是
“节水达人”。
“这盆铁树养了30年，还有这
盆仙人球，也有二十年了。”因为深
知水对于花的重要性，从浇花到日
常用水，一点一滴赵柏和都花了不
少心思。
“浇花可是大有学问。”谈起自
己的小妙招，他一下子打开了话匣
子。“养鱼的水浇花最好。像我们养
鱼的同时，一般都会养花。”遇上下
雨天，他就更忙活了，要将家里大

大小小的泡沫盒子拿出来接雨水。
除了浇花，家里还将节水的行动延

伸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
都讲究一水多用，洗衣服的水可以

用来刷鞋子，洗拖把。”
跟许多退休的人不同，赵柏和

退而不休。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
来到社区居委会报道。“我也没什
么大事，就是整理下活动室，张贴
一些宣传材料之类的，都是细碎的
小活儿。”因为在修船厂干过，加上
善于学习，赵柏和就主动承担起了
帮助社区维修的活儿。“我们社区
楼道感应灯有了问题，第一时间想
到的就是老赵了。”社区工作人员
介绍说。心灵手巧的赵柏和还经常
利用废旧物品制作一些实用的小
物件。到了元宵节，他会用小的 led
灯给上幼儿园的小孙女动手制作
一个灯笼；经他改造后，废弃的灯
泡插上绿植，可以成为一个小装
饰。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广，赵柏和

也和家人开始尝试分类。“厨余垃圾
和可回收垃圾，家里是一定严格分
开。”他觉得，垃圾分类是一个趋势，
每个家庭都得慢慢养成这种习惯。

早上是采购员、中午是炊事
员、晚上是巡逻员，说起眼前这个
年轻人，熟悉的居委会工作人员这
样打趣道。自从去年单位破产后，
王宇鹏加入了云南路社区退役军
人公益岗。在爱人的支持下，他成
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社区热心人，
出生于1983年的王宇鹏是一

名地地道道的西镇小伙。“拆迁后，
跟大家一样，我们家也搬进了高
楼。”虽然楼房的结构天然隔开了
与邻居们之间的距离，但是大家多
年来彼此之间熟稔却一如往前。
说起他身上的这股子热心劲

儿，这与他的家庭密不可分。“我爸
爸是一名老党员了，现在也是我们
这个单元的小组长。”聊到这里，王
宇鹏笑着说，这还要说到奶奶。他
告诉记者，奶奶是原濮县路小学的
老师。退休后，因为热心，她当起了
楼院的小组长。“我们住的院是一
个前后的两层套院，住了 60户。”
王宇鹏回忆说，当时家里住在二

楼，正好能看到院里进出的情况。
“我记得，奶奶主要是帮着收水费。

很多邻居都很喜欢跟奶奶说说
话。”

耳濡目染的，王宇鹏自带一种
亲切感。“虽然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因为在部队时候，学过维修，还在
炊事班帮过忙，干起活儿不打憷。”
自打加入社区，到食堂客串大

厨，炒两个色香味俱佳的拿手菜；
遇上需要做面食，他就把 62岁的
妈妈崔小妹叫来帮忙包包子；帮着
社区维修电脑……很快，这个勤快
能干的年轻人收获一众居民的点
赞。
早上，到抚顺路批发市场为食

堂采购新鲜蔬菜是王宇鹏接收的
任务之一。“去得早，才能买到新鲜
的菜。”为了六点赶到市场，五点钟
他就开始起床忙活。此外，他还兼
起了小区楼院的安全巡逻。“每天
至少围着咱们这个云南路小区转
一遍，前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的
步数都得到两万多。”
“遇上特殊情况，有时候，我们
全家一起总动员，互相打个气，还
挺有意思的。”

花样过节，妈妈们笑开颜
这个母亲节，云南路街道各

社区组织多彩活动

□文/图 半岛记者 曹现梅 实习
生 侯祥家 通讯员 肖玮颉 张静

又是一年母亲节。母亲，就像一束
光，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从初识大
千世界到独立面对社会，用爱与无私
照亮我们的一生。在这个母亲节，云南
路街道各社区组织多彩活动，让妈妈
们玩起了新花样。

巧手妈妈上线
面点也能玩出花

圆滚滚的西瓜卷、含苞待放的玫
瑰花、憨态可掬的小猪蹄……5月10
日上午9点半，在寿张路社区，一场以
“感恩母亲节·面点巧制作”为主题的
庆母亲节花样面点DIY主题活动热闹
上演。
当天，来自青岛天虹职业培训学

校的高级面点师许兰兰为现场的妈妈
们传授了做面点的小妙招，还讲解了
各式花样面点制作方法。和面、醒面、
揉面……大家全神贯注听面点师傅的
讲解，而后又聚精会神参与制作，在观
察——— 体验——— 反复制作中各展身
手。活动中，第一个花样面点是西瓜
卷。看着一个个西瓜卷在眼前栩栩如
生，大家心里都无比高兴。随后，老师
又教大家做了莲花、小猪蹄、玫瑰花等
三样面点，大家虚心学习、互相请教，
现场十分热闹，不一会儿大家就做了
满满一桌子的作品。
“我平常在家的时候喜欢在微信
上或者看电视上的教学自己学者制作
花样馒头，我做过小鸟、兔子、刺猬、小
猪这些小动物，今天跟着老师又学了
一些新本事，等回家我就试试新花
样。”袁玉文说道。
在云南路社区，一场与花邂逅的

插花让妈妈们开心不已。太阳花、芍药
花、康乃馨……云南路社区会议室里
一片欢声笑语，大家互相交流，用手中
的鲜花装饰自己的花泥。五颜六色的
鲜花搭配着满天星和各种绿叶植物，
逐渐让原本空空的花泥变成了美丽的
大花篮。而妈妈们的笑容在鲜花的映
衬下，显得格外美丽。

包饺子大比拼
咱是熟能生巧

5月9日上午9时许，云南路街道
“浓情五月天，感恩母亲节”包饺子大
赛正式开始，寿张路社区的活动室里
坐满了前来参赛社区居民，大家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都想在比赛中取得一
个好成绩。在裁判长宣读完比赛细节
及规则之后，比赛正式开始。参加比赛
的选手们每六人一组，每两人配备一
名裁判和记录员，拌馅、取皮、封口，包
饺子对于这些“青岛大姨”来说简直就
是小菜一碟，不一会儿就有十几个饺
子成型。
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也宣

告结束，选手们的作品被集中交由评
委评选打分，评委们本着保质保量美
观卫生的标准进行评判，冠军最终由
来自寿张路社区具有“主场优势”的王
秋菊获得。对于自己3分钟包了31个
饺子“力压群雄”的表现，王阿姨显得
非常谦虚。“我去年也参加了，去年是
第二名，包饺子对咱当妈的来说，拼的
都是熟能生巧。”王阿姨打趣道。
在比赛结束之后，包好的饺子就

被送到社区里煮了出来，社区还邀请
了独居孤寡老人和选手们一起品尝新
出锅的热腾腾的饺子。

□文/半岛记者 曹现梅 图/受访者提供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好家风，如明灯。家的宽度，赓续着心灵的肥沃；亲情的厚度，滋养着不断前行的成长。
对于四世同堂的高星寿一家来说，孝道是家人间长情陪伴的幸福密码；在李鸣雁一家，三代坚守三尺讲台传承的不

仅是职业，也是家风；在热心的王宇鹏一家，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传了三代；在赵柏和一家，绿色环保是家庭的新课题，也
是时代给出的新答卷。

品读家庭故事，弘扬最美家风
咱身边的最美家庭都有哪些幸福密码？四大关键词为您解读

书香家庭：李鸣雁一家

一家教书匠，三代育人情
志愿服务家庭：王宇鹏一家

热心接力棒，一家三代传

孝老爱亲家庭：高星寿一家

四世同堂演绎最美长情陪伴
绿色环保家庭：赵柏和一家

全家总动员，环保有妙招

民生事

高星寿一家。

李鸣雁一家。

赵柏和一家。

王宇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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