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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新鲜事
出诗集办诗刊 金润诗社让老人们倍儿滋润

大红门街道金润家园社区建设文化学习型社区，为诗社解决场地、资金、老师“三难”问题

刘玉坤：“藏”在光彩路社区的奥运冠军
1992年巴塞罗那残奥会铁饼项目金牌获得者，退役之后投身公益服务社区

姜慧梓/文 杨东/摄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大

红门街道办事处联合策划采写）

■

故
事刘玉坤今年 62 岁，1976 年 9 月 2 日，她 19 岁，一块从

天而降的钢板砸断了她的双脚，改变了她的一生，也赋
予了她坚忍、向上、乐观的新的一生。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回想起腿被砸的第一
年，刘玉坤显得很轻松，就连说起自己曾四次轻生的经
历都没有多皱眉头一下，“自杀除了给亲人带来痛苦，真
的毫无意义。”

刘玉坤的妈妈曾跪在她的床前“求”她不要做傻事，
就是那一跪，刘玉坤明白了自己做了多么错误的事，也
激发了她好好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从第一次到假肢厂看都不敢看的恐惧，到后来用假
肢像自己的腿一样流畅行走，刘玉坤不知道磨坏了多少
处皮肤、练坏了多少副假肢。“我从没有用过轮椅，没有示

弱寻求帮助，我始终相信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1984 年，她 27 岁。在工人体育场宾馆的玻璃窗里，

刘玉坤透过房间的玻璃窗第一次见到了当时正为出征
1984 年奥运会而努力训练的国家队，知道了残奥会。那
扇窗户也成为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扇窗。

经人介绍，刘玉坤在那里认识了自己的启蒙教练，
“教练看我用假肢走得这么好，之前的身体条件也非常
好，告诉我只要肯吃苦，一定能让五星红旗升起来。”听
完教练的话，刘玉坤觉得，“我的天终于亮了。”

从黑龙江省队，到 1986 年入选国家队，1992 年拿到
奥 运 冠 军 ，后 来 多 次 打 破 世 界 纪 录 ，一 直 到 现 在 ，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工作奔忙，刘玉坤的故
事还在继续。

“你是能让五星红旗升起来的人”

■

幕
后

解决三大难题
诗社应运而生

出诗集、办诗刊、建网站、做演出，大红门街道金润家园的金润诗社办
得有声有色，不仅成为本社区老人精神文化的乐园，还吸引了海淀、东城、
亦庄、昌平等地的诗友。回想过去9年走过的岁月，诗社创始人、首任社长
梁志华感叹：“没有社区的支持，诗社不会有今天。”

▲金润诗社
成立九周年庆典
上，老人们穿汉
服朗诵。

▶诗社程细
万 老 人 在 台 上
讲解古诗词《清
平乐》。

说起在光彩路社区“隐形埋名”十
多年的原因，刘玉坤低调地总结为“与
人方便、与己方便，就是想过点普通的
小日子。”她从不轻易向别人展示自己
被砸断的双腿和早已与身体融为一体
的假肢，就连在光彩路社区工作了十
几年的社区书记付丽娟，也是偶然知
道刘玉坤身体有残疾。那是 2010 年的
一天，社区为残疾人办理有关证件。为
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很少露出双腿的刘
玉坤主动挽起了裤脚，“她的一双腿给
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如果不是亲眼看
到，根本无法想象她是残疾人，她平时
走路跟正常人一样。”后来，付丽娟才从
社区其他人员口中得知，刘玉坤是名奥
运冠军。

多年的运动员生活造就了刘玉坤
低调、坚毅的性格，如今从事志愿服务，
也与这种性格密不可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刘玉坤是火
炬手，在万人齐聚的鸟巢开幕式现场，
她真切感受到志愿服务的贴心、周到
和美好。“之前虽然参加过很多届奥运

会，但 2008 年是在家门口举办，语言相
通，第一次觉得志愿服务这么入心、这
么好。”正是那个瞬间，刘玉坤萌生了

“以后即便不做运动员，还可以做志愿
者”的想法。2012 年，54 岁的刘玉坤退
役了，真的把当初那个想法变成了现
实，她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先后加入多
个志愿公益组织，还成为北京首批五
星级志愿者。

从公益骑行到爬山捡垃圾，刚退役
的一年多，刘玉坤在社区之外的公益生
活丰富多彩，“每天从社区进进出出，却
从没为社区做过什么，想想也挺愧疚
的。”2014 年，她带着自己参与的公益
项目“百家社区公益行”回到光彩路社
区，为老人们免费理发、修脚，送义诊
进社区，回收旧衣物，动手清洗社区装
饰栏杆和装饰物，在居民中间倡导垃圾
分类。

“当时排队义诊和体检的有四十
多人，从门前的小广场一直排到了这
个活动室。”付丽娟至今还记得当时的
场景。

现如今，刘玉坤是光彩路社区的新
闻发声人，最近一段时间，她正在为 7月
份即将开始的“奥运冠军回社区讲党
课”忙碌着。写演讲稿、反复修改，练习
演讲，不停训练，就像她过去几十年的
运动员生活一样。“必须练会练熟，让社
区的老老少少感受到我的真诚。”

付丽娟却希望居民能和她一样，从
刘玉坤的故事中感受到一种精神，从而
汲取力量。“一个人的精神是能感染一
大片人的。”付丽娟说，与刘玉坤接触越
多，越会被她身上的品质和精神打动，

“我们的小姑娘看过刘玉坤的纪录片，
当时就感动得抹眼泪。”

付丽娟口中的“小姑娘”是光彩路
社区副书记谢静。“有时候会缺少耐心，

觉得工作枯燥，在与老年人沟通的时候
心里有畏难心理。”总结起自己的问题，
谢静坦白而诚恳。看完刘玉坤的纪录
片，谢静似乎找到了力量和方向，“她
能跨过生命里那么大的难关，充满乐观
和热情地生活和工作，我们没有理由做
不好。”

除了讲党课，刘玉坤还将借助孩子
们的暑期，在光彩路社区等多个社区推
广旱地冰壶项目，为 2022北京冬奥会做
准备。刘玉坤告诉记者，她在为成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炬手努力，并组
建了刘玉坤志愿服务队，为北京冬奥会
的志愿服务积极培训。在她建立的“冬
奥英语群”里，光彩路社区的 4名干部积
极参与。

刘玉坤是一名奥运冠军，如果你有幸见到世界奥林匹克的奖牌簿，1992年巴塞罗那残疾人奥运会
铁饼项目金牌的获得者，记录的正是刘玉坤的名字。

她还是大红门街道光彩路社区的新闻发声人，在这里“隐姓埋名”生活了十多年，却在退役后带着
自己参与的公益团队回到社区，为老人免费理发、修脚，送义诊进社区，积极倡导垃圾分类……

金润诗社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诞生，
梁志华是第一任社长，也是最早的发起
人之一。“那是 10 年前，当时社区有 6000
多户，2 万多人，社区人口老龄化，60 岁
以上老人居多。”今年 81 岁的梁志华回
忆起诗社成立的过程记忆犹新。

梁志华介绍，当时社区里老人不少，
这些人退休搬进了新房子，住得宽敞，退
休金不少，儿女孝顺，孙辈也都乖巧可
爱，物质生活和家庭幸福感都得到了满
足，但在精神层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社区组建了歌舞队等各类文体团队，但
不是每个老人都能歌善舞。

“一边玩一边增长知识，保持脑子转
动是这群人最大的需求。”梁志华萌生了
创办社区诗社的想法，但他面临着三大
难题，没有场地、没有资金、没有老师，这
三大难题不破解，创办诗社就是空谈。

梁志华找到了社区。“我说完我的想
法，社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也在研究这
个事儿。”

“场地由我们协调物业；资金我们向
上级申请；师资好办，咱们社区卧虎藏
龙，退休教师那么多，就从居民里选！”社
区“大包大揽”，困扰梁志华的难题迎刃
而解。从社区出来，梁志华就觉得“这事
儿成了！”

金润诗社成立的第二年，2011 年 9
月 9 日，金润家园社区的老北京故事会
也成立了。梁志华介绍，成立诗友会是
要以诗会友，传承祖国的诗词瑰宝，结交
更多朋友；而组建老北京故事会则是要
在讲述中，重温老北京的那些人、那些
事、那些情，从而“更好地拥抱现在这个
日新月异的新北京。”他说。

6 月 24 日 ，北 京 地 区 最 高 温 度 已 经 达
到 38℃ ，炽 热 的 日 光 洒 下 来 ，晒 得 人 皮 肤
发 烫 。 但 在 大 红 门 街 道 金 润 家 园 社 区 的
活动室里，金润诗社 40 余位老人满座却不
感到丝毫烦闷，台上程细万老人讲解的古
诗 词《清 平 乐》，听 得 人 气 定 神 和 ，心 静 自
然凉了。

活 动 室 里 ，除 了 程 细 万 老 人 慷 慨 激 昂
的讲解，就只剩下匀速平缓的呼吸声，要是
有谁交头接耳、小声讨论，就会有人把食指
比在唇前，示意不要发出声音。讲解结束

了，台下老人们自发报以掌声，气氛瞬间热
了起来。

这是金润诗社每周一的例行活动。诗词
解析、老北京故事分享，再加上诗社老人们自
编自导自演的朗诵、歌舞节目，一场两个小时
的活动下来，老人们个个容光焕发，好像再搞
上两个小时也没问题。除此之外，每周三上
午的 9点至 11点也是金润诗社的固定活动时
间。在社区提供的活动室里，老人们读诗赏
诗、分享故事、相互激发创作灵感，一上午的
时间匆匆就过去了。

每周两次固定活动

“我们这里的老人，年纪最小的也有 55
岁了。”金润诗社现任社长赵志坚说，诗社现
在册成员有 47 人，多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他今年也有 70 岁了。目前，诗社主要由梁志
华、黎学忠、程细万、郭玉琴 4 位老师授课，他
们有的是退休教师，有的是诗歌爱好者，有的
参与过工会工作、经验丰富，其中，梁志华还
是诗社的首任社长。

诗社还经常组织采风，“附近的公园都逛
遍了。”赵志坚说，诗社保证一年至少两次采
风活动，牡丹开了就去看牡丹，荷花节开始就
组织大家看荷花，一边看一边寻找创作灵感。

“虽然退休了，但不能与社会脱节，我们
要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社会的进程，与时代同
步。”金润诗社的第二任社长马骥介绍，结合

“七一”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节日，诗社已
经创作出了一大批诗歌。

马骥三年前从金润家园搬到了亦庄。人
虽然搬走了，心还在诗社，他经常坐一个多小
时的公交车赶回来参加活动，“我总觉得这里
有一种微微的乡愁，有我最重要的老朋友。”
在新家，他也组建了一个诗社，“我想把在金
润学到的经验和做法带到更多社区，让更多
社区的老年人一起享福。”

除了马骥这样眷恋乡愁的“老”人，金润
诗社还吸引了许多其他社区的居民，“海淀
的、东城的、亦庄的，还有昌平的呢。”说起经
验，金润家园社区书记曹静介绍，自社区成立
以来，就一直坚持建设文化学习型社区，通过
发展社团组织，为居民搭建平台，在社区营造
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社区把老人们采风得来的一篇篇或真
挚、或生动、或曼妙的诗歌结集成册，先后出
版了《诗歌与朗诵》《诗友同歌》及一本画册

《华夏名亭》。2016 年出版的《金润诗苑》，收
录了诗友近 300首优秀作品。

在社区的指导下，诗社还建立起微信群

“诗友之家”，老人们每天将自己的原创作品
在微信群内发布，互相切磋、共同进步。社区
还为诗社提供了活动场地；创办《诗友》诗刊，
每两月出版一期，至今已出版 70 期，收录了
广大社区居民和诗词爱好者的诗词作品；创
建了诗友网站；购买演出服装，“没有社区的
支持，诗社不会有今天。”诗社的首任社长梁
志华说。

穿着社区为诗社购置的服装，金润诗社
曾走进金润小学，参加“不忘初心，喜迎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文艺演出。诗词、散文、歌
曲、舞蹈，诗社的老人们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
貌向观众传递了当代老年人的风采。

“这里有微微的乡愁”

社区支持出诗集办诗刊

姓名：刘玉坤
年龄：62岁

身份：大红门街道光彩路社区
新闻发声人

用 自 己 的
力 量 为 社 区 做
一点小事，讲自
己的故事，用真
诚 打 动 更 多 社
区邻里。

“

”
刘玉坤正在进行主题宣讲。

旱地冰壶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