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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五里人物

为业主多做实事,自掏腰包更新老社区
记五里桥街道鼎达公寓业委会主任尤慧芬

□记者 方雅欣

有人说，业主委员会是一个特
别尴尬的组织，不领工资还要操容
易得罪人的心。 但在尤慧芬看来，
只有做好业委会工作，才能更好维
护社区这个大家庭。 自 2010 年当
选五里桥街道鼎达公寓业委会主任
以来，她凭着自己一副热心肠，全身
心致力于各项志愿服务活动，解决
了不少社区里的老大难问题。

鼎达公寓 8-10 号二楼有一处
面积 800 多平方米的公用平台，不
少居民便把自家花盆摆放于此，在
这里种植花草， 经过 20 多年的积
累，花盆已增加到了 500 余个。 由
于居民们的无序摆放，再加上一些
居民甚至在平台上种上了辣椒、韭
菜等蔬菜，疏于管理，造成了整个平
台下水道堵塞、蚊虫滋生、臭气难
闻。二楼的住户无法开窗，几次整治
最终都无结果， 居民们怨声载道。
去年年初，正逢居民区微创投项目
启动，尤慧芬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将

这个“顽症”根除。为更好了解居民
需求，倾听群众声音，尤慧芬牵头多
次召开听证会、议题会、协调会，楼
组长、社区党员、业委会成员、物业
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联合团队，共
同想方案、定计划、实施改造。 改造
前期，团队成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
征询意见，并通知种花居民来物业
办公室领取不同颜色的花盆标签牌
插入自家花盆中， 方便统一管理。
对于未进行插牌的花盆，则进行无
主处理。 整治当日，尤慧芬带头亲
力亲为，将花盆一盆盆摆放整洁，将
一些无用的花盆搬到楼下，来回整
整奔波了十余次。 居民们看在眼里
暖在心里， 纷纷为她点赞， 说道：
“尤主任这次可真是解决了大难题
啊！ ”

为了让平台更加美观整洁，团
队还通过众筹资金，将围墙、晾衣架
重新粉刷了一遍。 如今，原本杂乱
无章的平台成为了鼎达公寓里一处
休闲场地：居民们在饲养花草的同
时可以沟通、联系，分享种植经验；

小朋友们一边在这里玩耍，一边学
会了花草知识。 不仅增加了生活乐
趣，还促进了邻里之间的联系。

在尤慧芬担任业委会主任期
间， 曾多次自掏腰包为小区居民提
供生活上的便利，她购买了医用拐
杖、医用轮椅和血压计等医疗设备，
为小区体弱不便的居民提供便利服
务，深受小区居民的好评。

鼎达公寓里许多公用路灯相继
损坏，物业公司多次派人修理，都没
法根治。 究其原因，是因为灯泡的
底座老化，只能更换灯泡底座，这是
一笔不小的费用。 物业公司向总公
司申请经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件
事一直悬着没有落实。 为了让居民
夜间出行安全，尤慧芬多方奔走并
不声不响自费了 13000 元的整修
费……为了给小区营造绿色健康的
生活气息， 她还自掏了 2 万余元，
为小区购买了花草、安装了楼道声
控灯和草坪灯。 对于这些年为社区
花了多少钱，尤慧芬从来都没有算
过。 在她看来，只要能为社区办实

事、办好事，那就是值得的事。 别看
她在自己的钱上“糊涂”，对于业主
的钱可谓是精打细算。 一笔笔做什
么用途都清楚记录在册， 没有丝毫
含糊。

作为业委会主任， 在常年与业

主打交道的过程中， 往往有一些
“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尤慧芬始终不忘初心，丝毫
不计较个人得失， 充分发挥了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社区、为居
民发挥着自己的光与热。

养身养心 更是培养文化传承
“非遗”太极拳走进五里桥社区楼宇

□黄浦报记者 严佳婧

整齐规范的拳操，精神抖擞的学员，谆谆
教诲的老师， 这一幅和谐的画面便是五里桥
街道太极拳队训练时的场景。 作为黄浦区一
级体育健身团队、上海市示范健身团队，这支
团队在为传承中华传统体育凝心聚力的同
时， 更是把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带进
社区、送进楼宇，让少儿居民、青年白领也能
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太极拳。

假期里的太极拳“小课堂”

五里桥太极拳队成立于 1995 年初，是一
支活跃在五里桥社区内， 群众喜爱的中老年
体育团队。十多年来，在一大批社区太极骨干
的努力耕耘下， 太极拳运动已覆盖五里桥社
区各居民区， 每个居民区都有自己的太极拳
队，许多社区退休中老年居民都参与其中。

“一提到太极拳，大家脑海中多是浮现出
身穿素色练功服、 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
者形象。延年益寿、常保健康诚然是太极拳向
公众呈现的一个方面， 但如果要将太极拳这
样的中华传统武术发扬下去， 就离不开一代
代不断传承。”薛红梅作为五里桥太极拳队的
队长，一直以来都坚持在社区教授太极拳，并
着力拓展和壮大这支队伍。 2019 年 1 月，正
值学生们的寒假时光， 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向薛红梅和她的队伍抛出橄榄枝， 希望他
们能为社区的学龄前儿童以及放假的小学生
们上一堂太极课。

孩子们的思维方式和成年人不同， 甚至
有些孩子是第一次听说太极拳这项传统武
术。 为了能达到最佳授课效果，薛红梅和队友
做了许多准备， 她说：“首先要提起孩子们对
‘非遗’ 文化的兴趣， 通过介绍太极拳的起
源、发展、演变的历史，让他们对太极拳产生
正确的认知。接着，由我们的队友在现场展示
太极拳的套路动作，吸引了孩子们的好奇心。
最后， 现场向孩子们教授了五到六个基本动
作，如起式、野马分鬃等。 让他们能将课堂上

学到、看到的太极拳知识，转变为‘我也能打
拳’的实际应用。 ”

二十多名孩童学得津津有味， 家长们也
普遍反映良好， 有部分孩子更提出了希望多
参与类似课程的想法。 薛红梅认为：“现在许
多家长都非常注重孩子的健康发育， 为他们
报名参加跆拳道一类的体育项目。 但太极拳
不是‘赶时髦’的体育，它在武术之外更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沉淀。 ”

白领午间一小时亲近非遗

相关调查显示， 中国有七成人口处于亚
健康状态。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环境下，青年
白领群体中，患上心血管疾病、消化功能紊乱
的人群比例正逐渐增加，“过劳”正成为威胁
青年人的一道健康阴影。 不少年轻上班族开
始通过体育健身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 而在
五里桥街道辖区的白领们则可以利用工作日
“午间一小时”，前往街道睦邻中心学习太极
拳，修养身心。

目前，白领午间一小时太极拳班为 10 人
一班的小班制教学，采取滚动开班的模式，每
周两次、中午 12点至下午 1 点在街道睦邻中
心开课，一学期大约有 15 节课。 一些并不居
住在五里桥， 却工作在此地的白领们也可以
通过微信网络平台报名参加。薛红梅介绍道：
“为了配合白领的上班作息时间，特地为他们
提供了较为自由的课程安排。 在内容上也做
了相应的调整，以基础入门为主，包括 24 式
杨式太极拳、40 式杨式太极竞赛套路、32 式
太极剑等。 ”

Alex 是一名香港白领男士，因工作原因
搬至五里桥。在香港生活时期，他就对中国传
统文化和武术运动非常感兴趣， 却没有实际
体验的机会。 他通过网络平台报名参加了午
间一小时太极拳班，是初始学员之一。刚开始
接触太极拳时，他的肢体动作比较僵硬，但他
勤恳认真，多年来几乎从未缺席过一节课，目
前已经“升级”到中高级班。

一位家住五里桥的青年中医医师也加入
了这支队伍。 由于她在大学时期接触过太极、

气动等传统武术，加上医学专业知识丰富，对
传统文化认同感强烈，在班上表现突出，成了
同班白领们努力学习的对象。

因材施教关心学员身心成长

在台下欣赏表演的观众看来， 五里桥太
极拳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体育团队； 在街道
文化活动中心参观的居民看来， 他们是一个
秩序井然的非遗学习班； 但在五里桥太极拳
队的队员们看来， 他们是一大家子和睦相处
的“兄弟姐妹”。

已经退休的周慧健是从静安区彭浦社区
搬至五里桥街道的太极拳爱好者。 她觉得能
加入这支队伍，同大家一起学习、训练、上台
演出， 是一件幸事。 不仅改善了她的身体健
康，还增进了她与家人之间的感情。她说：“有
时我会喊上家人来参观我们团队的比赛，或
者把平时教学的视频发给晚辈们看， 不仅得
到了家人的支持， 也激发了他们对太极拳这
门非遗武术的兴趣。 ”

顾祖镜与薛红梅在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协
会学习太极拳时结识，多年来已经情同姐妹。
她觉得， 薛红梅为人热情真诚， 打动了身边
人。 薛红梅对拳操、教程的编排非常到位，对
于自己编排的课程， 在表演选题和音乐上十
分出彩，蕴含中国传统美学。对自己编排的课
程， 往往要先私下练习许多遍才会把动作带
到课堂上传授给学员。

在太极拳队里学习了 5 年的余女士动情
地说：“薛老师的耐心和负责让我佩服。 她对
我们有一颗无限包容的心， 哪怕学员做错动
作，她从不严厉批评而是细心纠正指导。 在待
人处事上更是把我们当做家里人。 ”

薛红梅则希望这份情谊能够一直延续下
去，她说：“我今年已经 68 岁了，希望队伍中
能有更多的青年人来担起传承非遗文化的担
子， 让太极拳这项终生运动能在社区发扬光
大。 太极拳离不开‘心’和‘意’，有了扎实的
基本功、坚强的意志和热爱传统文化的心，太
极拳才能在代代人中历久弥新。 ”

和美五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