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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宁波 看见文明

■春之序曲

从“舞蹈奶奶”到“共享妈妈”

这位老人为“大孩子”们
打开一扇窗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4月28日上
午，在滨江水韵公园的草坪上，73岁的周志利
老师带着鄞州区潘火街道东南社区阳光家园
的“大孩子”跳起《感恩的心》，尽管动作并不
整齐，但他们认真跳舞的模样打动了路人。

跳舞的这群“大孩子”是一群智力残疾人
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2010年，东南社区
成立阳光家园以来，周志利就成了这群“大孩
子”的“舞蹈奶奶”。她从生活技能着手，教他
们穿衣、梳头、舞蹈、画画，努力让他们活成普
通人的样子。

当天，这群“大孩子”在宁波轨道交通智慧运
营分公司“Hui行”志愿服务队的帮助下，套圈
圈、吹泡泡、做书签……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为了感谢志愿者们一路上的守护，在活
动尾声，他们自发为志愿者们表演了手势舞
《感恩的心》。没有灯光，没有舞台，没有彩
排，他们却跳得格外认真。

“我们是第一次近距离看他们表演，说真
的，内心很触动。周老师把他们教得这么好，真
的太不容易了！”志愿者陈媛媛看着他们面带微
笑唱着《感恩的心》，不由自主为他们鼓掌喝彩。

“他们跳得这么好，我们也为他们跳一段
吧，活跃下气氛！”欢快的“科目三”舞蹈响起，
志愿者们开始在前排领舞，“大孩子”们跟着
学，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阳光下，这群“大孩子”和志愿者热烈互
动，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此时此
刻，最开心的就是周志利。“看得出他们是真
的高兴，一次次走出社区，现在他们胆子越来
越大，越来越自信了。”这群“大孩子”的变化，
周志利看在眼里。她回忆起第一次见到这群
特殊学员时，他们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有一对
姐妹甚至蓬头垢面就来上课了。

“你看，现在他们一个个都很自信，在陌
生人面前，都可以表演节目了，真的长大了！”
看着他们认真舞蹈的模样，周志利老师眼角
泛起眼泪，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只有她自己知
道。“一个动作，别的孩子要教三四遍，他们要
教三四十遍。只要他们肯学，我就一遍遍教，
带他们走上舞台。”

过去14年，周志利见证了他们一点一滴
的成长。她是“大孩子”眼中的周老师，教他
们各种生活技能；她也是“大孩子”眼中的“舞
蹈奶奶”，教他们唱歌跳舞，让他们的人生打
开一扇窗。而往后的路，“舞蹈奶奶”不再孤
独，她的身边多了一位“助教”忻牡秀。

“我在新闻上看到过周老师的报道，真的
被她打动了，我们以前就是老同事，没想到现
在又在一起共事了。”志愿者忻牡秀想接过接
力棒，替周老师陪伴这群“大孩子”走下去。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章媛 陈颖 吕行凤 文/摄

“这个老板娘可热心了，
每次来我们都会找她买大
糕，朋友来玩也来找她。不
少人都得到过她的帮助。”4
月27日下午，马记大糕店里
顾客络绎不绝，看到记者拍
照，一名女性顾客过来说。

马小萍今年50岁，是梁
弄镇让贤村人。10年前，梁
弄大糕迎来“新机遇”。看着
家乡的大糕产业蒸蒸日上，
马小萍辞去工厂的工作，学
起了大糕制作技术，随后，在

“大糕一条街”上开出了自己

的店铺。豆沙、芝麻、桂花、
南瓜、枣泥……开店10年来，
马小萍不断地研制着适合各
类人群口味的大糕。日复一
日地用心经营，让她积攒下
良好的口碑。除了稳定的客
户，她家的大糕还供应给周
边的农家乐餐馆，最忙碌的
时候，店里一天能卖出近200
盒大糕。“食品是良心生意，
我的理念是：‘做出来的大糕
都是给自己家人吃的’，时间
长了，就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马小萍说。

“你们来这儿旅游，遇到什么困难了，可以打店里的电话，
门口有！”在余姚市梁弄镇大糕一条街上，有一家马记大糕店。
老板娘叫马小萍，大糕从做到卖都是她一个人在打理，生意非
常不错。如果有人来买大糕，她总会提醒一下客人，需要帮忙
可以找她。

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

“这些都是小事情，我的店
就开在这里，大家万一遇到什
么事都可以来找我。”马小萍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底，马小萍的店门口
来了一位大娘，只见她神情恍
惚，嘴里不停地询问哪里能坐
车回家。马小萍告诉她乘坐
线路后，转身又觉得不对劲，
于是上前留住大娘，搀扶她坐
下并耐心询问情况。大娘称
早上独自出门，可一直找不到
回家的路，也记不清姓名和家
庭住址，只知道自己家在梁
弄。马小萍拿出冒着热气的
大糕给大妈品尝，一边和大娘
聊天，一边发动微信朋友圈寻
找其亲属。几经波折，大娘的
家属终于联系上了马小萍，顺
利将老人接回。事后，家属带
着水果上门感谢。“这些都是
应该做的，举手之劳的事！”马
小萍淡淡地说。

去年，马小萍被评为“梁
弄好人”，在周边村民看来，马
小萍是热心和善的大糕店老
板；在红村救援队的队员看
来，马小萍是以身作则的好榜
样；在顾客们眼中，她就是一
个一直乐呵呵的老板娘。而
在马小萍自己看来，她只是一
个平凡而普通的小生意人，四
明山的灵山秀水养育了她，只
要身体吃得消，这条路她会一
直走下去。

记者 边城雨 “大孩子”们随着志愿者跳起了“科目三”。

▲正在做大糕的马小萍。受访者供图

她是温柔和善的

大糕店老板娘

除了经营大糕店，大家
也知道马小萍也是一个热心
公益事业人。她每年都会花
不少时间去梁弄镇老年人服
务中心探望、陪伴老人，为老
人们送去香甜软糯的大糕，
热情地向老人嘘寒问暖，并
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帮助。

久而久之，老人们都很

亲近她，每次马小萍一来，整
个院子里都充满了欢声笑
语。马小萍的爱心大糕一送
就是9年。在她看来，“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把老人赡养好
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自己能
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感到
十分满足。

去年，马小萍加入了红
村救援队，参与人员搜寻、山
地救援、秩序维护等各类公
益志愿服务。她经常与队友
一起翻山越岭寻找走失人
员。虽然是个柔弱女子，但
在救人寻人的路上，马小萍
从不嫌苦，从不抱怨，而是在
各种一线救援现场竭尽所
能。

有队友问她，白天店铺
这么忙碌了，晚上还要参与
各种公益搜救行动，吃得消

吗？她说，做生意和做公益
并不冲突，而且心里想做好
事，就算挤出做生意的时间
也值得。如今，晚上一有时
间就去红村救援队的驻点
值班，已成为马小萍的习
惯。

“她就是这样一个热心
肠的人，我也比较支持她去
做公益。只是每次她出去寻
人的时候，我常常会嘱咐她
注意安全。”马小萍的丈夫对
记者说。

加入救援队成为一名志愿者

连续9年给老人们送爱心大糕

她是大糕店老板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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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是英姿飒爽的

搜救队志愿者

▲搜救队员马
小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