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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小故事 彰显 力量

6位里水街坊分享身边巾帼的动人故事

文文//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邓施恩邓施恩刘伟鹏刘伟鹏

女性给人的印象，或感性，或果敢，或温柔，或坚强……人们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确实，在我们身边，总有一群

妇女为家庭、为社会贡献不平凡的力量。她，或许是塑造良好家风的母亲，或许是匠心育英才的教师，或许是善心帮助

千万家的社会工作者，或许是带领家乡发展的村干部……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访了里水几位街坊，听他们

讲述身边“她”力量的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世有伯乐，然后有

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

伯乐不常有。”陈铭乐选

择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的

成长历程。2018年，刚到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的

他，被安排至ICU重症监

护科工作，成为了护士长

樊宇丹的一名“小徒弟”。

“ 在 ICU 工 作 的 日

子，就好比一碗苦瓜汤，

苦涩入喉，细品更觉甘

来。”陈铭乐说，新兵上阵

的他，刚开始很多事情都

不懂，有时候也不敢问，

生怕会被责怪。但樊宇

丹像是一个“知心大姐

姐”，经常会主动找到陈

铭乐，为他制定一系列培

训计划，在日常中手把手

地教授相关专业知识，还

经常鼓励他参加主持人

等比赛，提升自信心。

在樊宇丹的孜孜教

诲下，掌握一身医护本领

的陈铭乐，在 2020 年主

动加入到援鄂队伍中。

后来他援鄂归来，成为了

消化内科的护士长。“樊

老师既不施粉黛，也不着

华丽衣裳，一身白衣白

帽，总能展现使命担当。”

陈铭乐说，在樊老师身

上，他学到了很多优秀医

护精神与本领，今后也要

传授给科室“新兵”，在他

们身上传承下去。

“我总喜欢翻看旧照

片，每次看到那张我亲吻妈

妈脸颊的照片，就会不由得

感叹时间过得真快。”陈家

欣说，这是她唯一一张亲吻

妈妈刘凤仪脸颊的照片。

在陈家欣眼里，“女强

人”这个词用在妈妈身上再

合适不过，小时候她总觉得

没有任何事情是妈妈解决

不了的。“我总是笑她走路

时一副要上战场的样子，但

其实我是敬佩她的自信、独

立与坚强。”陈家欣说，每当

她感到畏惧试图退缩时，就

会想起妈妈那股勇往直前

的劲儿，想起妈妈这些年来

独立坚强又自信面对生活

和工作的样子。“我会告诉

自己别想太多，做了再说，

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当

你勇敢迈出这一步，会有什

么意外收获等着你。”陈家

欣说，这是妈妈给自己带来

的最深远的影响。

“妈妈的年纪渐增，但

时光岁月未曾在她的脸色

留下痕迹，她依然年轻美

丽、俏皮可爱。”陈家欣说，

她会像妈妈那样勇往直前，

朝着目标前进，也希望妈妈

多把精力放到自己身上，懂

得照顾和爱惜自己。

有人说：没有教不好的

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

这句话在梁颖和杨紫柔的身

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梁颖是里水小学的一

名学生，在学校除了上课

外，还加入粤剧社团学习粤

剧表演。教授粤剧的老师

叫杨紫柔，她性格开朗，常

常会在练功后给学生们讲

笑话，将大家的疲倦通通消

除。“杨老师是我们社团的

‘开心果’，同学们都很喜欢

她！”梁颖说。

这是梁颖对杨老师的

第一印象，之后的经历更让

梁颖确信，杨老师就是能改

变自己成长轨迹的人。“记

得有次练功，我的一个手部

动作总是做得不够舒展，但

杨老师依然耐心地教导

我。”梁颖说，杨老师不但没

有责怪她，还利用休息时间

一遍又一遍地示范，并纠正

她的动作，而当动作终于做

到位后，杨老师还不忘予以

表扬，这让梁颖十分感动。

“我以后也想成为像杨

老师那样的人，在表演粤剧

时，不论表情还是身段，都做

得精致完美！”在杨紫柔的悉

心指导和鼓舞下，梁颖的粤

剧表演能力愈加出色。同

时，她也暗暗埋下了梦想的

种子：以杨老师为榜样，朝

着梦想的方向拼搏奋斗。

每当聊起余松养，大洲

村民无不竖起大拇指，对其

称赞连连。作为大洲村长，

老党员余松养在大洲可以

说是家喻户晓的“好大姐”。

“余村长虽上了年纪，但每次

看到她，总感觉有股说不出

的劲，这是让我最敬佩的。”

里水社区大洲村社工陈美凤

说，在她印象里，余松养是一

个“能走就不会坐”的人，总

会来到村前村后，乐呵呵地

和村民一起聊家常。

“余松养与村民如同家

人一般，不论是家长里短，

还是生活难题，她总会为村

民想办法解决。”陈美凤说，

去年大洲参与花化的时候，

从入户沟通，到戴起草帽为

村民种上花草，余松养在花

花队伍里跑前跑后，尽管满

头大汗、喘着大气，仍会道

出一句句“来，我们一起

干”。这股以余松养为代表

的“她”力量，为大洲村民的

安乐生活增添了一道道靓

丽的色彩。

绿萝、凤仙花、发财树

……自小就爱花的汤翠

平，在家中筑起了一间

“小花房”。原来，她和丈

夫打造了一条充满生机

的绿化带和一片“小花

海”，一起在家中庭院种

下了上百种花卉，并搭建

起花基和鱼池。

这对爱花的夫妇，共同

打造花开满屋的幸福之家，

还时常邀请邻里到庭院里

欢聚，共享美丽庭院。郑敏

就是庭院的常客之一。

“平姐，今天又种什么

花呀？”郑敏是汤翠平的邻

居，闲来无事便喜欢到汤

翠平家的庭院逛逛，向她

取“种花经”。每次汤翠平

都会热烈欢迎，将种花之

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

“种花是我的爱好之

一，希望能通过‘花’，将快

乐传给大家。”汤翠平说，

在一家人的努力下，家门

前从空地变成“花园”，摆

在家里庭院的花越来越

多、越来越美，不仅让一家

人生活变得越来越融洽，

也使附近的邻里关系变得

更好。

在汤翠平的耳濡目染

下，郑敏也在家动手建造

起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与家人共享种植的乐趣。

“平姐热爱生活的模样激

励了我，让我发现生活原

来可以如此多娇！”郑敏

说，种花不但让她收获了

生活乐趣，更收获了一份

邻里情谊。

谢颖华是里水一名

社工，尽管在每次活动

中与村民只是“一面之

交”，但她总能以热情、

细心，让很多里水街坊

认得这位不知名的“好

姑娘”。“每次和颖华到

社区参与工作，总感觉

她待人很贴心。”与谢

颖华共事3年多的吕家

韵说，谢颖华总是以身

作则，带动群众参与到

人居环境建设中。

“在赤山推广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时，颖华

经常想办法开展活动，

让村民更易于接受垃

圾分类工作。”吕家韵

回忆，在参与如“资源

回收日”等活动中，谢

颖华总是不遗余力地

充当“分类使者”，以小

游戏等方式，与赤山村

民们打成一片，潜移默

化地动员更多村民参

与 到 垃 圾 分 类 行 动

中。活动过后，一句句

“姑娘，有空多回来坐

坐”，就是村民对她的

充分肯定。

要成为老师那样优秀的人
分享人：梁颖

“知心大姐姐”帮助我成长
分享人：陈铭乐

我的妈妈是“女超人”
分享人：陈家欣

家园变整洁多亏了她
分享人：吕家韵

村长是我们的“好大姐”
分享人：陈美凤

以花为媒增进邻里情
分享人：郑敏

■■梁颖梁颖（（左左））与杨紫柔与杨紫柔（（右右）。）。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陈家欣陈家欣（（右右））与刘凤仪与刘凤仪（（左左）。）。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活动结束后活动结束后，，村民带着女儿邀请谢颖华村民带着女儿邀请谢颖华

（（左左）、）、吕家韵吕家韵（（右右））一起合照一起合照。。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余松养余松养（（右右））与陈美凤与陈美凤（（中中））经常到村民家中了解生经常到村民家中了解生

活近况活近况。。 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陈志健摄摄

■■汤翠平与郑敏分享种花经验汤翠平与郑敏分享种花经验。。

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陈志健摄摄

■■陈铭乐陈铭乐（（左左））援鄂归来时援鄂归来时，，樊宇丹樊宇丹（（右右））到机场为到机场为

他系上围巾他系上围巾。。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