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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对半折，然后沿着线慢慢剪，留下一拃
的长度……”“你们看，我剪的‘福’字漂亮吧？”“你
看我剪的‘年年有余’窗花，这才叫漂亮，等下我把
它贴在门口，让大家伙儿好好欣赏欣赏。”……在田
家庵区朝阳街道柏园社区养老服务站，一场主题为

“巧手剪窗花 笑语迎新年”的活动在站长刘敏的
组织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参与活动的老人们边
剪窗花边聊着家常，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一派其
乐融融、老有所乐的幸福场景。

在2023年9月的初次采访中，柏园社区养老服
务站完善的基础设施、精细的护理水平、丰富的文
娱活动给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留下深刻印象，时
隔数月再次走进该养老服务站，记者发现这里发生
了很多“新变化”。

升级改造，养老服务更有力度

走近柏园社区养老服务站，门前小院的休息椅
上坐满了买菜经过的老人，他们在这里歇脚聊天，
渴了还可以喝上养老服务站提供的免费茶水。推
门而入，眼前这个 260平方米的养老服务站设施齐
全，一楼设有娱乐区、阅览区、就餐区等多个区域，
每日可为约25位老人提供就餐；二楼属于生活区，
有 4 个房间，12 张床位，每个房间配有衣柜、床头
柜、电视机、空调等物品，可以为老人提供日托、短
托等服务。采访中，该养老服务站墙外轰隆隆的机
械作业声引起记者的注意，“高度聚焦老人的需
求，为他们提供更有质量的服务。2023年12月，我
们养老服务站开始了升级改造项目，在外部加装新
电梯，并加盖一层阳光房，方便老人上下楼，进一步
增加活动空间，预计今年3月份完工，居住在这里

的老人已经转移到其他的养老服务站，等这里正常
运营后再接回来。”该养老服务站站长刘敏介绍道，

“现阶段只能面向周边社区老人提供文娱活动等一
些基础服务。”

暖心周到，养老服务更有温度

“今天老钟又没来，发生什么事了吗？”“连续几
天都不来可不像她。”“各位放心，我给钟阿姨打过
电话了，她这几天感冒还没好，所以没来参加活动，
她说过几天好了之后再来和你们聚聚。”……对于
刘敏来说，关注常来参加活动的老人身体状况则成
了她的日常事。

“经常来这里的老人我都认识，遇到有人连续
多天不来，我就会打电话问问情况，及时提供帮
助。”她说，除了生活上的关心照顾，在身体健康方
面，服务站还为老人们提供了更为细致的便民服
务。“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开展一次健康服务活动，
专业医护人员免费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提供健
康咨询服务等，并把测量数据记录在每个人的健康
档案中，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刘敏说，他们不仅为入住老人提供暖心周到的服
务，更辐射覆盖周边的老年人群体，真正让他们感
受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养。

“这里环境好，服务也热情周到，有时中午懒得
做饭，我就会来这里吃，还能和好姐妹在一起聊天、
下棋、唱歌，每天都特别快乐。”活动中，正贴着窗花
的张奶奶笑着对记者说，她就住在柏园社区，常和
朋友们来这里参加活动、享受服务，生活充实开
心。由“养老”变为“享老”，这家养老服务站真正成
为了老人们家门口的“幸福驿站”。

“小小”的养老服务站
凝聚“大大”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郑洁 摄影报道

一块普通的木料，在一刀一凿之下，或变化
成栩栩如生的花鸟鱼龙，或复刻出千百年来的文
人雅字；日常用于电子制作和电器维修的焊接工
具——电烙铁，可以成为手艺人烙画用的“画
笔”；春节期间贴的窗花剪纸能变化出更多的花
样和复杂的图案，不但可以贴在窗户上，还可以
成为挂件、摆件……2023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7
日，第八届淮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淮南市人民公
园观景平台广场成功举办，这是自2016年以来，
淮南市连续举办了共八届淮南市文化产业领域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展会。此次
文博会吸引了72家来自省内外的企业参与，展
会在展示淮南元素、淮南文化和淮南魅力的同
时，也成为了淮南本土匠人展示工艺作品的一个
平台。

木雕是以各种木料或树根为材料进行雕刻，
是传统雕刻工艺中的重要门类。一块朽木，能否
成为一件精品，不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耐心，还
考验着手艺人的功夫活。

在第八届淮南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尽管观展
人群来来往往，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见到“手艺
人”史方举始终在自己的工作案前用手中的凿
刀，一刀一笔地雕刻着手中的木料。在他的凿
刀下，人们可以看到一朵盛开的牡丹花瓣正渐

呈雏型。
“我的作品《花开富贵》已经雕好了！”1月28

日，在史方举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这件挂屏。在
第八届淮南文博会上，他雕的就是这件作品。挂
屏材质是一块花梨木，雕的是中国传统图案之一
的牡丹花和蝴蝶，寓意吉祥、富贵、如意。

这件作品，史方举雕刻了足足两个月时间，
在木头上雕刻，不同于其它，要注意区分层次，从
平面见立体，线型、线条和轮廊都要流畅，这样雕
出来的花朵才会立体、生动，花骨朵会有种含苞
待放、呼之欲出的感觉，任何一点失误都会影响
整体效果。

史方举的爷爷、父亲都是木匠，他从小耳濡
目染，也喜爱做木工活，没事就喜欢自己琢磨木
头，十几岁时在当地就已小有名气。为了更好地
提升技艺，他前往浙江东阳拜师学习木雕，经过
几年打磨，史方举不仅学习了木雕技艺，还形成
自己独特的风格，多年来，更是因为木雕这个爱
好，支撑着他一直走下去。

第八届淮南文博会结束后，从大到金丝楠木
的家具，小到一个简单的首饰盒，史方举依旧雕
刻作品、沉淀手艺。努力就会有收获，他的作品
也不断传来喜讯。

在第八届淮南文博会上，史方举曾现场展示

了很多作品，其中，《王者风范》是一头用黄杨木
雕刻的狮子，狮子的面部表情和毛发都雕刻的非
常细腻传神，整件作品看起来威风凛凛、霸气十
足，这件作品在 2023 年 10 月 9 日文化贸易投融
资博览会2023当代工艺美术展“华艺杯”创新作
品大赛中获得金奖。

他制作的直径33.5厘米、厚度2厘米的阴沉
金丝楠木平安扣，在 2023 年 12 月 8 日获得世界
纪录协会颁发的证书，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阴
沉金丝楠木平安扣”世界纪录。

2023年12月19日，史方举申报的传统木雕
被田家庵区确定为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就在几日前，安徽省第十三届工艺美术精品
博览会暨徽工奖获奖名单刚刚公示结束，史方举
在文博会上展示的木雕作品《相亲相爱》获得了
银奖。与此同时，他还获评淮南市首批乡村工匠。

“这些都是我的老师……”在史方举的工作
案上，有厚厚一沓书籍，有《工艺美术》《扬州工艺
美术》《福建工艺美术》等等。史方举说，里面有
很多名家和优秀人才的作品，从中能学到很多东
西，人只有不断地学习，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充实
自己，才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才能不断地雕刻
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

朽木也可“雕”！
看他在一刀一凿之下“化腐朽为神奇”

本报记者 李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