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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30年妇女主任，85岁“还要帮村里做事”

舒秀清：原溆浦县观音
阁公社妇女主任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在怀化市溆浦县观音阁镇建设村的舒

秀清家里，挂着一张她一直引以为荣的奖

状：1980 年 11 月，湖南省妇联授予她“湖

南省先进妇女工作者”荣誉称号。

这位现年 85 岁的老人，从 1951 年开始，

当了整整 30 年的妇女主任。提起当年的

经历，她笑称自己既是霸得蛮的“突击队

长”，又是贴心细致的“娘家人”。

“我那时在观音阁公社工作，组织村里

十三四名妇女建立了‘妇女突击队’。”说起

年轻时的故事，舒秀清特别起劲 ：“当年粮

食增产三万斤，我们搞生产能把男同志比

下去，‘半边天’发挥的作用比他们还要大。

谁说女子不如男！”

因为家境贫困，舒秀清没读过几年书。

为了当好这个妇女主任，她白天干工作、忙

农活，晚上挑灯上夜课，三个月不停不休，

最终顺利完成了所有课程。“村里人都说我

不仅在学习上有‘狠劲’，工作更是‘吃得苦、

霸得蛮’。”

在随后的 30 年间，舒秀清走遍了观音

阁镇的 22 个大队（村），每到一个地方都能

迅速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开展生产时，她

带头上山担粪挑水，什么重活累活都抢在

前头做。一年冬天，舒秀清住在大湾桥村，

正逢寒潮来袭，为了保护田里的秧苗不被

冻死，她率先把自家的棉衣都搬去盖在秧

田上。有舒秀清带头，许多原本还在犹豫

的妇女纷纷拿出自家的衣服为秧苗“保暖”。

到了第二天，舒秀清才发觉自己没衣服可

穿，只能将就着套上女儿的衣服赶去上班。

这件事后，村民都戏称她是个“拼命三娘”。

工作拼命，但她也有柔情时。“不是姐

妹，胜似姐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

是舒秀清一直坚持的工作信条。每当有妇

女群众来访，舒秀清都热情接待，递上一

杯暖心的热茶，耐心倾听来访者反映的问

题。也正是因为她的贴心，妇女群众都称

她为“知心大姐”。

“都说女人、小孩是美丽的花朵，需要

细心呵护，而我们妇女主任就是妇女群众

能够依靠的‘娘家人’。”舒秀清不仅关爱

妇女儿童，也关注弱势群体。每次驻村，

她都会主动选择住在条件最差的家庭里，

帮着煮饭、挑水，为他们分忧解难。

2011 年，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专程提着

礼品赶到舒秀清家，想要当面表达感激之

情。原来，就在 40 多年前，这位老人由于

家境贫困，以致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驻村

的舒秀清了解情况后，立即给老人家送去了

5 元钱，而那时她的月收入也不过 25 元。

如今，舒秀清依然在农村独自居住。

女儿担心母亲，多次要她搬到城里去享清

福，但老人很倔强：“我还能动，还能做事。

村里还有这么多姐妹，我闲下来还要帮帮

她们，做事要有始有终嘛！”

盲人歌手刘赛：失明“百灵鸟”越飞越高

刘赛：张家界市残疾
人联合会副主席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实习生 李嫣然

从在 2011 年度《星光大道》的总决赛

中获得冠军后，如今再遇到刘赛，她已是

张家界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副主席。今年春

节期间，她更是在央视各台的晚会上倾情

演唱——初次见面，没人能发现，刘赛的

眼睛已失明。因为她说，我要活成一个健

康的人。

刘赛一直记得，4 岁那年，她掉了一个

硬币在地上，妈妈叫她捡起来，她却无助

地告诉妈妈，自己看不见硬币在哪。慌了

神的父母赶紧带她去医院，但严重的眼疾

让刘赛从此只能感受到一米以内的光线。

尽管如此，刘赛一家人没有过分沉浸

在悲伤中。为了让女儿学会独立生活，父

母更加严苛地要求刘赛，刘赛也养成了要

强、自强的性格。

刘赛渐渐长大，但她没有像普通盲人

一样进入特殊学校学习按摩手艺。从小就

在音乐方面展现出天赋的她，执意报考了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并且神奇地隐瞒往了

眼盲的事实，以专业第三名的成绩被该校

音乐系录取。

唱歌难不倒刘赛，但一个有视觉障碍

的人，该如何学习并且完成各类舞蹈动作

呢？偏偏，在《星光大道》总决赛时，刘赛

成功表演了《鼓舞》：在一个高一米，面积

不到一平方米的鼓面上跳舞。这对正常人

来说都需要极强的平衡力，对看不见的刘

赛而言更是考验。但刘赛说 ：“我不希望

别人同情我，我就想像个健康人一样生活。”

为了活成一个健康的人，从小，刘赛

就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学骑自行车、溜旱

冰，学写字，慢慢地还学会了做饭，甚至

化妆这样的细活儿也难不倒她。除了事先

多次摸清地形并加以练习之外，她还在妈

妈的帮助下练习眼神聚焦，让眼睛不像一

般盲人那样涣散。

结束了《星光大道》的比赛之后，刘赛

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识，这一只善良却失

明的“百灵鸟”的歌声依然萦绕在人们耳畔。

她说 ：“一路走来，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现在也是我回报的时候了。”于是，她关爱

老兵，为他们进行演出；资助贫困孩子，长

沙定期举办的《心得乐》助贫活动她都会

参加；她也曾作为国际“和平使者”出访以

色列、印度、日本、新加坡等国，还在残奥

会上放声高歌。新年之际，她还被聘为家

乡桑植县的民歌传承人，同时被评为湖南省

“忠实履职、奉献湖南——最美政协人”。

刘赛坦言，在任职张家界市残疾人联

合会副主席之后，她更加明白自己不再只

是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同时还是一个要

肩负起社会责任的人。“今后，只要是需要

我的地方，我一定责无旁贷地奉献。”

大学生村官廖冰的乡村梦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对于 28 岁的女大学生村官廖冰来说，

2008 年从湖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和工商管

理专业毕业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回到农

村。但父母的一句“回来吧，孩子”，让她

毅然放弃某大型国企的工作，回到家乡当

了一名“村官”。

“回到农村有两个原因，一是父母不希

望我离家太远；另一个，就是那时农村的

经济都不太好，如果能够用自己所学，来

帮助像我父母一样的农民发家致富，也一

样能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是我当时的乡村

梦吧！” 廖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廖冰是浏阳市枨冲镇新南桥村人，一

开始，她到了隔壁村的青草社区当村官。

大学生不去大城市闯荡，反倒回村里上班，

乡亲们都不理解，也有村民认为她是把做

大学生村官当成将来从政的跳板。面对种

种质疑，廖冰都很淡然，她用爱因斯坦曾

说过的话来勉励自己 ：“一个人的价值，应

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村上的工作，面线广、头绪繁，从医保、

社保收缴到纠纷调解，廖冰一一虚心学习；

从村务、党务到婚丧嫁娶，她渐渐都能处

理得游刃有余。

但廖冰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带领老百

姓发家致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省、市

妇联的领导，谢谢她们当初选派我到蔬菜

之乡——山东寿光参加‘双学双比’学习，

让我系统了解了专业种植知识，也打开了

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思路。回来后，我和另

外三位大学生村官成立了君益花卉苗木公

司和归农专业种植合作社。现种植苗木

86 亩，金银花 1360 亩，油茶 575 亩，蔬

菜 32 亩，带动 65 户农户加入了合作社。”

廖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一年后，

公司和合作社的销售金额达 190 余万元，

发放劳动工资 30 余万元，带动农民创业

致富 100 多万元。

正因为廖冰干得出色，2014 年，新南

桥村的村民盛情邀请她回本村带领大家发

展。当年 4 月，在新南桥村的换届选举中，

廖冰高票当选为村主任。

上任以来，廖冰走访了60 个村民小组，

对于每组存在的问题都一一登记、妥善处

理；选举产生了 16 名妇女代表，60 名妇

女组长，为“妇女之家”注入了新鲜血液；

她还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网对妇女进行教育

培训，村里涌现出了一批积极自主创业的

妇女典型；想办法筹集资金拓宽和拉直了

数条马路，大大缩短了村民去浏阳城区和

去大瑶镇的路程。

“我们村有不少人在外地开浏阳蒸菜

馆，我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把这些村

民团结起来，一起把新南桥村的蒸菜打造

成品牌。”廖冰相信，新的一年，自己的乡

村梦不仅会实现，还会越来越美。
廖冰：浏阳市枨冲镇
新南桥村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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