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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了，他好像把
自己都奉献给了这座山，把这里当作自己
的家。”3年前，张永才初到这条山径上登
山锻炼，看着李金亚不图回报，把喜欢的
事日积月累做成了公益，他竖起大拇指，
连赞“佩服”。

3个月前，周伟方也成为这条山径上的
登山爱好者，“最开始爬山中途要歇五六次，
到现在跟着李师傅锻炼，能一口气上山。”他
笑着说，“李师傅真的是一个无私的好人。”

面对旁人的点赞，李金亚腼腆地笑着
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最开心！”他坦言，能

坚持做好这件事，除了自己喜欢，老伴和
女儿们的支持也很重要。

一年365天，李金亚都会走在这条山
径上，坐在小山岗上，甚至除夕夜、正月初
一都不曾缺席。女儿还贴心地给他送来大
红灯笼，让他挂在山岗上，增添节日氛围。

晨光漫过休息平台，那株18年前不
及膝盖高的杨梅树，如今已亭亭如盖，见
证了李金亚与小坪头山岗相伴相守的
6000多个日夜，也陪着李金亚继续做他
喜欢的事情。 记者 马佳威

通讯员 蔡梦珠 陈立强 文/摄

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
人，他还会主动上门服务。90
岁独居老人周奶奶的家，就是
朱腾蛟经常光顾的地方。周奶
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家中的
电器和电路又经常出现问题。
朱腾蛟不仅上门为她修理家
电，还主动排查电路，确保家中
用电安全。

面对周奶奶的感激，憨厚
的他总说：“像周奶奶这样的老
人，生活中常常面临诸多不便，
我能做的，就是用双手为他们
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

东升社区是一个老旧社
区，没有物业，也没有专职的电
工师傅。楼道灯因为年份久
了，时常出现问题，给居民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尤其是晚
上，漆黑的楼道让居民们不得
不摸黑上下楼，安全隐患重重。

朱腾蛟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于是，他主动背起工具箱，
一个楼道一个楼道地排查，修

理损坏的楼道灯，重新安装开
关。这项工作并不轻松，老旧
社区的电路复杂，许多线路已
经老化，修理起来既费时又费
力。但朱腾蛟从不抱怨，他总
是耐心地排查，直到每一盏灯
都重新亮起。

朱腾蛟的付出，不仅让社
区的夜晚变得更加明亮，也让
居民们的生活更加安心。他的
身影，成了社区里一道温暖的
风景线。他的周到和贴心，让
居民们对他充满了信任和感
激。正因为如此，经常有居民
到社区询问：“朱师傅的店开在
哪里？我们想直接去找他。”

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善意
和赞誉，朱腾蛟总是摆手说道：

“我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
事，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激励更
多人伸出援手，共同营造有温
情、有温度的美好生活环境。”

记者 贺艳
通讯员 王巧丽 刘佳文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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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这位老人将荒山打造成“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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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这位老人将荒山打造成“打卡地”

3月 13日，当清晨的山间还
笼着薄雾，69岁的李金亚像往常
一样，挑着扁担出发，踏上通往
塘溪镇小坪头山岗的蜿蜒山径，
两头塑料桶里的饮用水随着他的
脚步轻轻摇晃碰撞。这样的场
景，已重复了18年。

18 年的光阴，李金亚将“荒
径”打造成了一条“健康山径”。
在他的义务守护下，小山岗上有
了健身平台，山径从 0.5 米拓宽
到 2米，4 株竹子成了 4亩竹林
……他说，这是他的爱好而已。
但在旁人看来，他用行动诠释了
真正的“古道热肠”。

1818年前他带头修缮山径年前他带头修缮山径

51岁那年，李金亚从奉化搬到塘溪定
居，闲不住的他喜欢走走山路锻炼身体。
发现塘溪镇小坪头山岗这一山间吸氧好
去处，但山径年久失修不易行走，李金亚
便萌生了一个念头——修缮山径。

面对仅容单人侧身通过的羊肠小道，
两侧杂草丛生，他和几个同伴一起背着铁
锹、锄头、柴刀等工具进行开荒，用一天时
间就将山径清理干净。

“早年间，这条小路就是人们用来上
山砍柴的路，后来大家生活好了，不砍柴
了，路也就荒了。”79岁的塘溪镇村民张祥
军告诉记者。

将废弃的山径清理干净后，来此处锻

炼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众人经常会在山
腰处的一片荒地上休息，但荒地不算平
整，李金亚又用一个月的时间，“雕刻”出
了一处近20平方米的观景平台。

从此，养护这条山径和这处平台成
了他的日常“工作”。有垃圾，他收拾；有
杂草，他清扫……“我是一个农民，做这
件事情，就是因为喜欢，既可以让自己锻
炼身体，也能给大家带去方便。”李金亚
笑着说。

塘溪镇的几位热心人知道了李金亚
的善举后，主动出资出力，同李金亚一起
将山径拓宽到2米左右，又在半山腰处修
整出面积更大、更为平整的休息平台。

他自掏腰包在山岗添置座椅他自掏腰包在山岗添置座椅

山径清理了、拓宽了，山岗平台也有
了，李金亚的这份“善意”却不曾停止。除
了清理杂草、捡拾垃圾外，他还自掏腰包
购买了桌椅，放置在山岗上，供上下山徒
步健身的市民歇歇脚。

担心来徒步健身的市民没有水喝，他
便根据市民需要，时常挑着五六十斤的饮
用水上山，偶尔还会买点橘子、瓜子等给
过往的市民歇脚、聊天时分享。而实际
上，他和老伴的养老金总共才1200多元。

“这些都没什么，我们自己现在有地
方住，有饭吃，就足够了。”李金亚似乎一
直都是乐呵呵的。

温暖的细节不止于此。李金亚还亲
手用细竹制作了百余根登山杖，每根都经
过削皮、打磨处理，分置于山路入口和多
个补给点，供人取用，默默守护着每一位
登山者。

从休息平台向前走十几米，就能看到
一片竹林，这也是李金亚一手养护培育起
来的。“原来这里就是一片荒地，全是乱石
杂草。”李金亚告诉记者，他从最早的4株
小竹子养护起，清除乱石杂草，给予竹子
充足的生长空间。如今，当年的4株小竹
已长成了4亩竹林，美化了小山岗，也成
为往来登山者的“打卡地”。

““他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他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每月28日，放下自家店铺生意
免费为居民修家电

他是居民心中的“光明使者”
在奉化区岳林街道东升社区，朱腾蛟的名字广为人知。54

岁的他不仅是一位技术高超、服务暖心的电器修理师傅，更是社
区居民心中的“光明使者”。每月28日，他都会放下自家店铺的
生意，赶到东升社区湖桥广场，支起一个简易的电器维修小摊，免
费为居民修理电饭煲、电风扇、电热水壶等小家电，已经持续了多
年。经他手修复的电器已超过1200件。

“顺手”逐渐变成责任和习惯

朱腾蛟的善举始于一次偶
然。他的儿子朱宙是东升社区
的一名社工。朱宙每次去社区
巡查时，总会发现许多居民家
中的电器损坏却找不到人修
理。尤其是老年人，常常因为
电器故障而导致生活不便，希
望父亲可以帮忙解决问题。起
初，朱腾蛟是顺手帮忙，但日积
月累，这份“顺手”逐渐变成了
一种责任和习惯。

得知东升社区在每个月的
28日都会开展便民服务，朱腾
蛟便萌生了加入志愿者服务队
的想法。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
寒冬腊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
湖桥广场，摆好工具，开始一天
的忙碌。

“你看，这一堆都是早上陆
续送来的电磁炉、热水壶，有些
小家电还急等着用。其实对我
来说，忙一点无所谓，能用自己
的技能帮到大家，他们开心，我
也开心。”朱腾蛟指着面前居民
们带来的五花八门的电器说道。

朱腾蛟从20多岁起便从
事小家电维修，不仅技术过硬，
而且服务态度也让人称赞。他
总是耐心倾听居民的需求，细
致地讲解电器使用和保养的注
意事项。“家里电器坏了，只需
要一个电话过去，朱师傅总能
及时赶来。不光如此，他还经
常自掏腰包买零件，真是个大
好人！”居民宋飞青阿姨提到朱
腾蛟，竖起了大拇指。

“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朱腾蛟在修理家电朱腾蛟在修理家电。。

李金亚老人挑着两桶饮用水上山李金亚老人挑着两桶饮用水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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