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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生的第一个小孩，现在

已经当太公啦！”何丽珍笑着说。

她生于1917年，3岁丧父后，便

跟随养父母一家在平洲生活。虽

年过百岁，但何丽珍依然头脑灵

活，清楚记得几十年前的事情。

“我养父母都是医生，很小的

时候就帮着家里干活。还记得12
岁那年，当时还没有保健站，我就

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写了‘平

洲医社’的接生箱，跟着姐姐去产

妇家中帮忙接生。”何丽珍回忆，她

的工作是接过刚出生的孩子，为他

们擦身子，直到脐带脱落。

因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大家

都很喜欢何丽珍，觉得她能带来福

气。在何丽珍退休后，每逢街坊邻

居家里有人嫁娶，基本都会邀请她

当大妗姐，侍候新娘出嫁。

“我当时的退休金是52元，

当一次大妗姐就有两元，参加喜事

还能赚钱，自己开心又帮到别人，

当然答应啊！”何丽珍回忆，当时自

己需要在新房中铺床叠被，替新娘

梳洗打扮、更衣换裙、席间敬茶献

酒、递巾打扇；在闹新房时，帮新娘

招架解围、解答难题等。

大圩社区工作人员卢满齐

说，何丽珍是平洲一带的婚礼“红

人”，家家户户有喜事都爱请她，

所以一直到90多岁，何丽珍才正

式“退休”。

“二叔婆虽然一生未育，但她

却‘儿孙满堂’。”何丽珍的侄子

说，当大妗姐的30多年来，何丽

珍所见证的大部分新婚夫妇都会

将自己的小孩带到她家里，认她

做干妈。通过工作收获了好人

缘，所以何丽珍尽管年迈，却有许

多年轻的干儿子、干女儿。何丽

珍笑着说：“我的子孙加起来，起

码能围坐10桌！”

104岁老人何丽珍：

当大妗姐“儿孙”满堂 90多岁才“退休”
/ 特写 /

百岁寿星派红包
祝福活得比她长

说起自己的平生经历，何丽珍十分

平静。“我3岁来平洲，两年后，社区在猪

栏桥旁种下这一排好看的榕树。我可

是看着社区榕树长大的人！”忆及往昔，

她感慨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的生活也

越过越好。“得益于政府的关怀和街坊

邻里的关照，我的生活充实、幸福又有

保障，真的很感谢大家！”她说。

记者采访当天，恰好是何丽珍的阳

历生日。由于她平时只过阴历生日，得

知当天是自己的阳历生日时，何丽珍马

上从房间的小红袋中取出数个小红包，

派给现场的人，并为大家送上祝福：“我

作为长辈，今天是我生日，我要给你们

每人一个红包，金额不多，都是心意。

我祝你们工作顺利、健康长寿！我今年

虚岁105岁啦，那就祝你们活得比我

长！”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探访二叔婆，

着实被她身上那股乐观、开朗、善良的

劲儿感染到。”桂城卫健办工作人员彭

冬梅把何丽珍送她的小红包收好，离开

前还和百岁寿星来了一张合影。

何丽珍经历过百年岁月沧桑，是千

千万万普通劳动人民热爱生命、不畏艰

苦、快乐生活的代表和见证，“二叔婆是

一个‘无价之宝’，她见证了时代的巨变

和祖国的发展。希望她可以继续快乐

地生活下去，为更多人带来正能量。”彭

冬梅说。

●姓名：何丽珍

●性别：女

●年龄：104岁

●长寿秘诀：节约粮食，保持乐观心态，生活独立自律，

多玩麻将、扑克等活跃头脑

●最想说的一句话：我105岁（虚岁）了，多谢政府关怀，

也祝大家工作顺利、健康长寿！

除了买菜和打扫卫生需要

别人帮忙，何丽珍的一日三餐

都是自己解决，生活基本自

理。当记者问今天做了什么饭

菜时，她十分自豪地说：“今天我

蒸了番茄和肉沫，我一早就放

进去煮，现在已经可以吃了。”

丈夫逝世后，何丽珍一直

一个人居住，平时由82岁的侄

子或者邻里街坊帮忙买菜，比

如买一些肉沫和新鲜切好的蔬

菜，她自己做饭、洗碗，生活十分

独立自律。

提起自己的“长寿秘诀”，

何丽珍表示：“节约粮食就是‘长

寿秘诀’。”她说，老一辈小时候

都没什么好吃的，因此长大后

也不敢轻易浪费粮食，吃得也

比较清淡。

在疫情之前，何丽珍经常

与村子里的其他老人一起玩麻

将、扑克，活跃头脑。提起当年

的麻将比赛，何丽珍自豪地指

着桌上的奖状说：“我和60多

岁的人打麻将，我还拿了奖状

呢！”

何丽珍乐观的心态感染着

身边的人。卢满齐介绍，当年

社区为她举办99岁生日会的

时候，她还对着她的干儿子、干

女儿说：“你们不要祝我长命百

岁哦，我还想活过一百岁的。”让

人觉得她可爱且乐观。

独自住在一所小房子里，煮好饭后悠闲地坐在家门口晒会儿
太阳，偶尔和串门、送菜的侄子、邻居、社区工作人员聊聊天……
这是桂城大圩社区104岁老人何丽珍的日常。

在何丽珍104岁寿辰当天，桂城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联合大
圩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探访慰问，向这位百岁寿星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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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婚礼“红人”收获“儿孙”满堂

透露长寿秘诀 最重要是节约粮食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丁当实习生张雅琪

通讯员 罗建贞李淑仪

■何丽珍每天都是自己做饭，生活基本自理。

车窗外漫山遍野的绿，彰显

着山区独有的风情。穿过一段段

蜿蜒曲折的山路，清远市连山县

永和镇上草小学的蓝色楼宇映入

眼帘。

从南海驱车到这里，吴晓

敏与同事花了将近 4个小时的

时间。出发前，南海教育局给

教师们开了个短会，叮嘱他们

照顾好自己的同时，发扬优秀

教师精神，尽最大的努力帮助

学校与学生们。带着教育局的

这份嘱托，吴晓敏踏入了上草

小学的校门。

得知吴晓敏是个经验丰富的

数学教师后，校长给她安排了四

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在

摸底调查中，吴晓敏被吓了一跳，

“71人，及格的寥寥无几，而且分

数偏低。”

为了弄清学生们数学成绩不

好的原因，吴晓敏向本校的老师

了解学生情况，并找学生们交流，

“对学习不感兴趣，到学校就是为

了玩；基础不扎实，100以内的整

数运算都不熟练；不做课后作业

……”吴晓敏遇到了从教生涯的

最大挑战。

觉得数学没意思，那就换个

有趣的方式呈现；基础不扎实，那

就从二三年级课程开始教！数学

课堂里，吴晓敏将实际情景运用

在教学中，一点点的教学生读题、

参与数学实践、打草稿、正确作

答。

同时，吴晓敏自费买来了文

具和糖果作为奖品，按照集星星

的方式奖励给学生们。“赞赏是让

学生主动学习的最好办法。”所以

无论答案对与错、成绩好或差，她

总会找理由夸赞取得小小进步的

学生。

慢慢地，学生们开始喜欢数

学，也喜欢上了这位“有意思”的

数学老师。今年的数学统考成绩

出来时，四年级从原先的垫底，跃

升为全县的中上水平，高分层有

了、及格人数也多了。

灯湖小学教师吴晓敏谈起一年支教经历，感慨地说：

71个山区孩子，是我人生里的一束光

◎姓名：吴晓敏

◎荣誉称号：中小学一级

教师。南海区优秀教师、南海

区优秀班主任、南海区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南海区

学生竞赛优秀辅导员，桂城街

道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

◎学校名称和职务：灯湖小

学一年级数学教师、备课组组长

学校所在的村子里，只有

一条主干道，步行或是骑自行

车，在上草小学的这一年，吴

晓敏沿着这条路来回走了不下

百遍。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的情

况，如果下午放学后没有遗留工

作，她就会到附近的学生家里走

一走。

一开始，学生们看见老师来

了，总会刻意躲闪。“你放心，老

师去你家不是来告状的，是来夸

你的，你最近有进步啊。”吴晓敏

向学生解释道。

走访几个学生家里后，“吴

老师会来到我家夸我”的说法也

在学生中传开了。吴晓敏的家

访对孩子们来说不再是负担，而

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老师，你能来我家家访吗，

我奶奶总是说我不听话。”一天，

班里一个男生偷偷找到吴晓敏，

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特别的“请

求”。

“这样啊，可是你家好远，老

师没有车。”吴晓敏有些犹豫。

看着学生渴望的眼神，吴晓

敏不忍心拒绝他，“好吧，那我有

时间就去你家看看。”

学生的家与学校隔了好几

座大山，一来一回步行要3个半

小时。吴晓敏趁着周末起了个

大早，背包里装上水和面包便出

发了。翻越好几座山峰、汗水打

湿大半个背部，吴晓敏终于来到

学生家。

在与男孩奶奶的交流中，吴

晓敏得知这个男孩是个孤儿，从

小便与哥哥、爷爷奶奶相依为

命。看着这个瘦瘦黑黑的男孩，

她心中满是心疼。

回到学校后，吴晓敏会更加

关注这位学生，学生也在心里默

默地感激着老师。

春天时分，笋芽从泥层破土

而出。贩卖春笋成了当地人一

项额外的收入来源，懂事的孩子

们会利用课余时间上山挖笋，贴

补家用。

“老师！”男孩双手提着一个

沾满泥土的袋子，出现在吴晓敏

面前，“这是我昨天去挖的笋，你

应该会喜欢吃吧。”

看着男孩提着袋子吃力的

模样，吴晓敏笑着道谢，接过沉

甸甸的袋子后，她不禁湿了眼

眶。

今年 7月，吴晓敏结束了

为期一学年的支教工作，回到

灯湖小学任教。“孩子们曾给我

带来一束光，我会把这束光传

递下去。无论是在上草小学还

是我们的灯湖小学，我都会认

真从教、用心呵护学生们，让这

束光照亮更多的人。”吴晓敏

说。

“这一年，我收获着，付出
着，感动着。面对路途遥远、生
活不便，家人住院、长辈离别，种
种困难。但我依然坚定着……
这71个孩子就像我生命中的一
束光，为我指引着方向。”回顾在
连山县永和镇上草小学的支教
经历，吴晓敏感慨万分。

吴晓敏是土生土长的南海
人，为南海教育事业奉献了24
年青春。45岁这一年，她义无
反顾地向教育局提交了支教申
请。“人的一生，总该做点更有
意义的事情。”吴晓敏说。

人生要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到山区支教去

步行三个半小时去家访
只为一句承诺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许可可 通讯员 李芳毅 邓付生

■吴晓敏给上草小学的学生上数学示范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