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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宿管阿姨：当好学生的“龚妈妈”
“我离开那天，学

生 们 都 跑 来 跟 我 说，
‘那以后谁来照顾我们
呢 ’？”52 岁 的 龚 松
云回忆起离职的那天，
话语里满是怀念。或许
正是忘不了那些青春的
笑脸，她找了一份新工
作，仍然负责管理女生
宿舍。

当宿管阿姨已经 30
年的龚松云被学生们称
呼为“龚妈妈”，在这
声亲切的呼唤背后，她
又是一位独自挑起家庭
重担的坚强女人。

今年，龚松云家庭
荣获“全国最美家庭”
称号，她说：“得奖之
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日
子过得更有劲了。”

龚松云所住的职工宿舍设在

女生宿舍一楼，一间 15 余平方米

的房间，龚松云和年过七旬的婆

婆挤在唯一的床上。“每天都是凌

晨 3 点去食堂准备早饭，因为 5

点之后要留出一个小时为学生们

早上洗漱烧热水，食堂就要在这

之前提前煮好米饭、准备食材。”

9 月 2 日，龚松云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起在永州市双牌

县麻江镇麻江学校工作的日子，

依然十分感叹。

1988 年，龚松云和丈夫来校

工作，她负责女生宿舍管理和食

堂 炊事。2006 年，丈夫突发脑

溢血去世，留下年迈多病的婆婆

和尚未成年的儿子王群。

食堂一日三餐的准备工作十

分紧凑，休息时间又短，这么多

年来，龚松云总是想办法挤出时

间回宿舍照顾婆婆，从 未让婆

婆吃过一口冷饭。“即使是工作

人员，食堂也不允许外带食物。”

龚松云说，所以她在宿舍的走廊

上围了一小块地，搭了个简单的

灶台，就当是厨房。

2007 年的一天，婆婆突然吐

血住院。医院很快开出了 1 万余

元的医疗费。

“当时好多人说，老人家怕

是不 行了， 要不就 随 她去 吧。”

龚松云没有听劝，她请学校的老

师担保，向银行贷款 1 万元，又

向亲戚借了好几千元，凑够了治

疗费用。

所幸，婆婆渡过了危机，而

这笔欠款，龚松云节衣缩食花了

3 年时间才彻底还清。婆婆说：“要

没有她，我早活不下去了，她对

我比亲闺女还亲。”

扫一扫，
点赞最美宿管阿姨

作为儿媳，龚松云将婆婆当

作亲生母亲一样照顾；作为学校

宿舍管理员，她对待学生也如同

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百般呵护。

当时，宿舍楼设施不齐，直

到 2016 年都没有卫生间和自来

水，因此每个寝室会备一个桶

子给学生们方便。“高年级的学

生可以自己拎着桶子到外面的公

共厕所倒掉，年纪小的拿不动，

我就帮他们提过去。”龚松云说，

她会将所有的桶子洗刷干净，晚

上再分发到各寝室。

有一次，龚松云刚睡下，就

听见有学生急匆匆敲门，说自己

生病发烧了。龚松云立即带她去

校医院看病，整夜照顾孩子未曾

合眼，直到孩子病情好转。

2012 年，一名叫邓吉燕的小

学四年级学生身患重病却坚持上

学，她母亲听闻龚松云待学生十

分尽心，便委托龚松云为孩子熬

制中药，龚松云爽快地答应下来。

那段时间，龚松云在食堂、

宿舍楼两点一线跑得更勤了。一

服中药需熬制 40 分钟，龚松云

没有这么长的休息时间，就只能

回来给婆婆做饭时便把药熬上，

临走时将火关小，再掐点抽空回

来将药盛出，守着邓吉燕喝下。

她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一天三

次，从无错漏。

“后来这女孩的病总算好了。”

龚松云欣慰地说，离开学校后，

她还曾在路上遇到邓吉燕的母

亲，“她妈妈告诉我，女孩个头

长得比我高了，现在很健康”。

学校上班时间是从周日晚到

下周五下午，其余时间，龚松云

也没有闲着，通过帮别人修补衣

物补贴家用。2009 年，因为没

有条件供儿子读高中，初中毕业

的王群便考取了免学费的师范专

科学校。“不过还好，王群现在

江村做小学老师，教语文，人手

不够时也兼教数学。”

2016 年，属于工勤编制的龚

松云从麻江学校退休，从学校宿

舍搬了出来，却因此没了住处，只

好借款 20 万元买了麻江村一套二

手房，“跟从前比宽敞多了，婆婆

住着也舒心些。”龚松云说，之前

繁重的工作导致她的右手和左腿

劳损严重，每天都要贴膏药，也干

不了太重的活了。但是，龚松云很

快又在一家私立学校找了新工作，

仍然负责管理女生宿舍。“还是习

惯了和孩子们打交道吧。”龚松云

笑着说，“儿子现在每年会交 2 万

元钱给我。相较从前，现在的日子

已经好过许多了，我很满足。”

学生眼里的“龚妈妈”

离不开孩子们的“阿姨”

婆婆口中的“亲闺女”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莫雪霈

丈夫走后，龚松云十二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婆婆的生活起居。   供图：受访者

刘桂芳还没到美国时，当地不

少居民和学生就知道她了。原来，

美国纽约州的阿尔弗莱德大学孔子

学院曾有个太极短期讲座，后来因

老师回国而中断——但学员们的兴

趣已经被勾起来了。该院副教授吴

中蓓得知后，告诉他们：她的母亲

就是武术家，明年会来美国探亲。

吴中蓓的母亲刘桂芳师从中国

武术门派太乙游龙拳第十二代掌门

人余安仁，现任湖南省武协对外

交流中心副主任。

因此，刘桂芳 2011年到美国时，

很快便被学生们拉去教太极。

学员中有退休教授、附近居民，

还有大学生，大部分是女性。因

为学员们没有基础，刘桂芳便从

最简单的“二十四式太极拳”教起。

“老师，有没有动作少一点的，

这套拳动作太多了。”常有学生这

样问刘桂芳。而且，刘桂芳几乎每

做一个动作都会被打断，因为学

员们太喜欢问“为什么”了。“刘老师，

起势为什么这样起？”“手心为什

么是向下而不是向上？”……

一开始，刘桂芳以为是外国人

对中国武术领悟力差，后来她发现 

“中国人更多地关注动作，但外国

人学的时候是想了解中国文化”。

为了回答学员们层出不穷的问

题，刘桂芳把很多时间用在了查

资料上。“他们经常问问题，也是

尊重我的体现，说明他们学得很

认真。”刘桂芳严肃地说，“毕竟几

十个人要问自己问题，还是得好好

想想，不能说错。”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迪 供图：受访者

“我想为中国大妈正名！”9 月 4 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长沙见到刘桂芳
时，她说现在“中国大妈”仿佛成了一
个贬义词。在国外，中国大妈也可以很棒。
她要将中国武术传播到国外。刘桂芳已
在美国免费传播中华武术 8 年，就在
今年 4 月，她还将在湖南生根的太乙
游龙拳带到了联合国总部，成为“湖南
武术界在联合国表演武术第一人”。

渐 渐 地， 学员们学 得

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有

住在一百公里以外的人，都

开车赶来了。” 刘桂芳说，

“2011 年 教 二十四 式 太 极

拳，2012 年开始教游龙拳。”

除了 在 太 极 班 授 课，

刘桂芳还经常跟着孔子学

院的学员一起去外学区表

演。“太极是每次活动中最

亮的点。外国人学中国文

化，直接拿汉字让他们写，

他们会觉得很难，但是运

动 健 身，他们 都 很 喜欢。”

刘桂芳的授课内容也由此

扩 大 到 游 龙 拳、 游 龙 剑、

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

五 禽 戏、 马 王 堆 导 引 术、

功夫扇等中国武术。

2017 年， 阿尔弗 莱 德

大学孔子学院与中国武协

合作设立了武术段位制（太

极拳）美东考点，太极班

20 名学员参加武术段位制

考试，获得了中国武术一

段证书。

不仅如此，刘桂 芳 还

培养出了一批美国本土太

极教练，目前太极班已经

走出了4 名“洋教练”，他

们在周边社区开设太极课。

国家汉办官网新闻中心今

年 5 月对刘桂芳所在的太

极班进行了报道。

2017 年 1 月 26 日， 刘

桂芳获得了学校所在小镇

颁发的“杰出贡献奖”。那

一天，刘桂芳很开心，她觉

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

今年 4 月，联合国中文

日，刘桂芳和女儿吴中蓓

受邀到联合国进行 5 分钟

的表演。在女儿吴中蓓的

古筝声中，她表演太乙游

龙拳。结果，计时员和观

众都沉浸在了武术世界中，

刘桂芳整整表演了15 分钟。

刘桂芳也由此成为“湖南

武术界在联合国表演武术

第一人”。

洋人学武术，就爱问个“为什么”

因武术获美国小镇“杰出贡献奖”

长沙武林高手：培养美国的“太极侠”

刘桂芳（前）的太极课深受洋学生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