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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裁缝匠到妇联人，她用爱缝补美好生活最美妇联人

旗帜飞扬·巾帼力量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供图：受访者

“幺妹子，我今天剪了头发，你看要得啵？”82 岁的郭春喜老人喜滋滋地找到常德市
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坡社区妇联主席李翠英，向“幺妹子”炫耀社区理发师志愿者刚
刚帮她剪的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好看咧！年轻十岁都不止！”李翠英温柔地牵起老人的双手。
今年 51 岁的李翠英，是社区妇联主席，同时兼任社区老年照料中心主任。常

德人疼爱老幺，所以社区的老人们都喜欢叫这个妇联主席为“幺妹子”。
22 年前，李翠英从一个收入可观的缝纫店主，变身为社区妇女的“娘家人”。她说，

以前是用手艺缝出美丽的衣服，让大家穿在身上赏心悦目；而现在，她用爱为社区
的姐妹和老人们缝补美好生活，让大家过得舒心滋润，人生更有意义。

22 年前，李翠英还是一名

心灵手巧的裁缝，开着一家小

小的缝纫店，生意红火。附近

妇女姐妹们都喜欢到她的缝纫

店里拉家常，大家都把李翠英

视作“知心姐姐”。

1998 年 3月，社区居民大

力推荐她到社区做妇女工作。

当时的社区书记也找她谈话，

希望她能来担起妇女工作这个

大任。思考了很久之后，李翠

英决定在这个岗位上试一试，

“我本身也喜欢和姐妹们打交

道，也喜欢‘管闲事’，有兴趣

的事情才能长久，在社区做妇

女工作，能够帮更多的人解决

困难，做好了的话，比我当裁

缝有意义多了”。

就这样，裁缝李翠英成为

了社区妇女主任。

“当时我们1年好像是 2000

元的补助，4 年时间给我发了

8000 元。”李翠英说，4 年的收

入加在一起，都远不及她开缝

纫店一年的收入，但她没有后

悔，“当妇女主任是我深思熟虑

的决定，在工作的过程中，我

收获了信任和尊重，这份精神

上的获益是无价的”。

社区人少事多，除了妇女工

作，李翠英还要负责社区宣传、

计划生育、劳动保障、民政优抚、

出纳等工作，承担了社区近一

半工作量，每项工作都完成非

常出色，并多次获评市、区“先

进党务工作者”“学习型家庭”

“孝老之星”“关心下一代先进

个人”“计划生育先进个人”“五

好会员”等荣誉。

“我选择的这条路是对

的，不仅让我变得坚强，也

给了我自信。”总结将近 7 年

的运动生涯，蒋小英这样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现年 42 岁的蒋小英是邵

阳市邵阳县人，1岁时因为

在火炉边烤火，引燃了衣服，

导致她的左臂被截肢，落下

终身残疾。好强的蒋小英却

依旧活得精彩，1991年，原

本在残疾人田径队训练的她

被市残疾人羽毛球队选中，

成为了一名羽毛球运动员。

1994 年，蒋小英被选入

国家队，代表中国残疾人羽毛

球队备战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

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的比赛，

并最终获得一枚单打金牌。

“努力训练。”回想起从

对羽毛球一知半解到最后勇

夺金牌的三年时光，蒋小英

用四个字进行了总结，但背

后却是身体缺陷带来的成倍

困难。“左臂截肢导致我的

身体平衡不好。”为了克服

这个困难，蒋小英自己给自

己强化相关训练，“当时我

已经十多岁了，已经对未来

有所规划，所以我知道我应

该做什么”。

这份对未来的清醒认识，

也被蒋小英带到了退役后的

生活中。1997 年，因为血管

性头痛，蒋小英离开了运动

场，成为邵阳市特殊教育学

校的一名后勤人员。看着学

校里的孩子们，蒋小英开始

想着是否有什么办法能够帮

助他们。2004 年，蒋小英

根据自己的运动员经历向学

校提议组建一支田径队，她

作为队里的老师义务训练学

生，学校欣然同意。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蒋小英站在田径场上，她对面
站着的十几名孩子，或聋哑、或脑
瘫、或有智力障碍。很多时候交流
得靠手语，蒋小英抬抬手——她只
有一只手。

他们都是经历过或经历着生活
考验的人，独臂的老师，不健全的
孩子，却有着美满的目标——参加
运动会，夺金牌！

“我最近在忙着学校羽毛球特奥
队的基础训练。”4 月 2 日，蒋小英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新学期，
学校羽毛球队和田径队新选拔了一
批人，她要为这些新队员打好基础。

蒋小英是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的一名老师，在她的训练下，多名
孩子分别获得市级、省级、国家级
运动会的奖牌。今年 3 月，蒋小英
成为湖南省 9 位“全国三八红旗手”
中的一位。

独特办法，独臂的她带出特奥冠军

当蒋小英带着十几个聋哑

孩子走上田径场时，最开始的

语言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我打手语不方便。”为了

能够训练这些孩子，蒋小英特

意去学了手语。发现孩子们的

理解能力比较低，又害怕吃苦，

蒋小英就用身边的例子鼓励

他们。

在最初的一批学生中，蒋

小英记忆最深的是一名叫玲玲

的脑瘫患儿。每次跟蒋小英训

练时，玲玲都会提出很多问题，

蒋小英有问必答，毫不敷衍。

为此，玲玲“接收到的东西就

比其他的孩子更多”，也更加

愿意训练。虽然脑瘫导致玲玲

身体不协调，但是蒋小英根据

运动队的经验“对症下药”，“我

会让她多训练身体比较弱的

一边”，力量训练、平衡训练

……在蒋小英的帮助下，玲玲

多次获得市级荣誉。

“目前学校有一个田径队

和羽毛球队，总共有 23 个孩

子。”在田径队的队员们多次

为学校争得荣誉的时候，蒋

小英又组建了一支羽毛球队

伍，队伍中大多是有智力障碍

的孩子，“有的孩子光挥拍就

要练习两个学期”。凭借这份

毅力，2015 年，蒋小英所带

的体育生在全国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上获得“三金五银六

铜”的优异成绩。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从运动中

获得自信和快乐，蒋小英会主动

了解最近有什么比赛项目，能否

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参加。

“今年 8月有全国特奥队田

径项目的选拔。”蒋小英告诉

记者，现在她正抓紧训练田径

队的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获

得进入国家队的机会。

三年苦练，独臂选手成羽毛球冠军 无尽坚持，一个挥拍动作教两个学期

居民们总说，李翠英像社

区老人的“亲闺女”。2014 年

社区建成老年照料中心，为本

社区69 岁以上的老人、重病重

残居民、失独老人共计 182 人

提供 18 项免费服务。中心开放

4 年来，她带头提供志愿服务，

视老人为亲人，嘘寒问暖、端

茶倒水、打饭送菜、迎来送往。

在她的管理下，老年照料中心

运行得井井有条。也是在她的

带动下，社区居民全民参与志

愿服务，现社区有党员志愿者、

网格志愿者、巾帼志愿者、青

年志愿者、社会志愿者等共计

1639人，其中巾帼志愿者1300

多人，老年照料中心每天都有

巾帼志愿者轮班为老人服务。

居民们还说，李翠英像社

区儿童们的“亲妈妈”。2018 年

3月，社区儿童之家开放，对辖

区内所有留守、单亲及困境儿

童集中托管、专人照顾。因社

区财力有限，无法配置专业教

师，李翠英到处申请外援，得

到多个爱心单位支持。目前，

孩子在社区就能参加绘画、做

手工、科技小实验等兴趣班。

平时，她有空就陪孩子们学习、

下棋。她的手机备忘录里储存

着儿童之家每一位孩子的生日

日期，每个孩子过生日都有她

的张罗和陪伴。

新坡社区位于常德市区近

郊，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居民生

活水平普遍较高，但仍有部分家

庭因为先天不足或意外，生活陷

入困境。对于这些家庭，李翠英

总是全力帮助他们。

社区妇女陈某的儿子和丈夫

均因尿毒症先后过世。李翠英

为她申报危房改建，帮助修好房

子、申请特别扶助资金，经常上

门给她作伴，进行心理疏导。为

了从根本上解决这类失独人员的

生活问题，李翠英建议社区将失

独人员纳入照料中心，与中心老

人享受同等待遇。到了老年照料

中心后，陈某在与他人的交往中

逐渐缓解了悲痛情绪。

一直叫李翠英“姑姑”的徐某，

是李翠英帮助过的孩子里走得最

远的一个。徐某的父母都是残疾

人，李翠英经常上门，不仅照顾

她衣食住行，还经常鼓励她。有

了李翠英的支持，徐某从不自卑、

乐观向上，先后考上常德市一中

和南方科技大学。大学假期，徐

某都主动来社区妇联当志愿者。

2019 年，徐某以优秀的表现成

为了南方科技大学辅导员。她常

说，没有姑姑的照顾，她没有力

量走这么远。

在李翠英和社区其他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新坡社区实现

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李翠英说，她只是做了一

个妇联人应该做的事，“娘家，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我们的

姐妹和孩子们支持、温暖和力量

的地方。”

22 年来，她几乎没有给自己

放过假：自己孙子出生那天，她

在参与项目验收；2018年春节前，

她因照顾老人摔伤了腿，在医瞩

“静卧一百天”的情况下，仍坐

着轮椅调度社区春节联欢会……

社区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李

翠英是日常生活中的知心大姐，

是紧急关头随叫随到的“超人”，

是重大事件中值得托付的人，是

踏实温暖有力量的存在——只要

她在，大家就安心。李翠英就像

一个能工巧匠，用自己的爱，把

破碎生活缝补完整，把平淡的社

区生活缝补成华美锦锻。

她用爱托举困境家庭从裁缝匠到妇联人

“亲闺女”和“亲妈妈”

李 翠 英
（左）会
经 常 询
问 老 人
饭 菜 是
否合口，
关 心 他
们 生 活
的 方 方
面面。

扫一扫，为最美妇
联人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