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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引水，
被称“当代穆桂英”

潘清珍出生于1946

年 1月，于1971年 5

月入党。她曾任石

门县袁公渡乡龙泉

村支部副支书、妇

女主任、支部组织

委员等职；1987 年

乡镇行政改革时，她

当选为龙泉村第一届村

主任，并连任县第十届、第

十一届县人大代表。

潘清珍的一生很坎坷。她本有一个

安稳的家庭，但由于身体原因，他们没

有生育子女。1991年，丈夫因病去世后，

尽管很多人劝她再嫁，但她没有答应，

而是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上。

由于石门县是常德市唯一的山区县，

坐落在大山中的袁公渡乡龙泉村祖祖辈

辈严重缺水。当时，为解决村里的人畜

饮水和农田灌溉问题，潘清珍召集村里

的几个泥瓦匠开会商量，准备把高山上

龙泉洞的水引到村中来。

方案一出，饱受多年缺水困扰的村

民都十分积极，大家纷纷出力，挑沙修

水池，出义务工修整堰塘。当时，有一

个小孩在整修堰塘时抓了一条鱼，他没

有拿给自己的父母，而是送给了潘清珍，

并说道：“只有你才有资格吃这条鱼。”

就这样，短短两个月时间，所有村

民都喝上了山泉水。而作为村主任的潘

清珍也因此出了名，不少村民称她为“当

代穆桂英”。

垫付工资，
为离世老人送葬

1991 年 10 月，袁公渡乡政府

为解决全乡五保老人的生活问

题而成立敬老院，潘清珍成了

首任院长。

那时，敬老院的资金并

不充裕，屋子是用旧房改造

而成，公用厕所都修不起。民

政所所长对潘清珍说：“潘大姐，

乡政府财政非常困难，老人的生

活费不能按时拨付，请你多想想办法，

挑起这个重担。”

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面对挑

战，潘清珍没有退缩——她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先安排好村里的工作；吃完早

饭后，带领能劳动的老人上山开荒种菜、

喂猪、养鸡。那会儿，瘫痪在床的老人

都是由她背上背下去厕所。

潘清珍说，最困难的时候，敬老院

有老人离世，乡政府连买棺材的钱都没

有。

无奈之下，潘清珍找来当地拆学校

时剩下的木材，请来木匠做棺材。她用

自己的工资请来打书艺人，给过世老人

热热闹闹地打书送葬。

潘清珍的付出换来了老人们的依赖

与感谢。“我每次外出，他们就害我再也

不回来了。”潘清珍向记者出示出了一份

2014 年乡政府签下的字条——乡政府欠

她的报酬与送老费有6万多元，但她从

来没有讨要过。她拿出敬老院刚成立时

写下的笔记，说：“党旗下的誓言，一切

为了五保老人服务。”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王建平

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鱿鱼哥”11 年义务资助10 多名学生圆梦大学
我们常说：“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

炭的少。”人与人相处，最能感受到对方

善意的时刻，莫过于窘迫情境之下伸来

的援手。

57 岁的浏阳小吃摊主林新德深谙

这个 道 理。10 多 年来， 本身并不富

裕的他靠摆摊卖鱿鱼的收入，累计投

入 16 万多元义务做公益、资助贫困学

子，成为一方佳话。林新德不仅获得了

2020 年第四季度“长沙好人”称号，也

入围 2021 年 4 月“湖南好人”候选人。

很早之前，朋友为林新德多方联系

了北方的一家烤鱿鱼培训机构，这才有

了他现在的鱿鱼小吃店。在最绝望时得

到别人帮助的林新德暗下决心：今后一

定要乐于助人，做一个雪中送炭的人。

2009 年，小吃摊生意有了起色，林

新德也开始了自己的公益生涯。2009 年

汶川地震一周年时，他在自家小吃摊搞

公益义卖，把当天全部收入 600 多元捐

给了慈善会；2010 年，林新德从浏阳慈

善会了解到当地有不少学子因为家庭困

难难以继续学业，便萌生了帮助贫困学

子的想法。从一开始的几百元，到现在一

年为一个学生资助数千元，林新德 10 余

年来累计帮助10 多名大学生完成学业。

烤鱿鱼、摆小摊，烟熏火燎，早出

晚归，挣的是辛苦钱，林新德却感到很

踏实。他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收到自己

帮助过的孩子们发给他的信息：“他们每

次考了好成绩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这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他们有的叫我叔

叔，也有人叫我德哥。”

林新德说，近年来他助学加做公益

累计捐出了16 万元爱心款，让不少人好

奇：“你不是欠了很多外债吗？”

对此，林新德的回答是：“这个欠账

跟做公益是两码事，我欠了人家的账，逢

年过节都会还款，但是公益不同，这些

会读书又想读书的孩子家里遇到困难了，

如果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就会影响一生。

所以我所有债主，都没有怪过我。”

努力经营小吃店，摆摊赚钱，一边

还债，一边做公益。如今，林新德的两

个儿子都已成家，日子逐渐好了起来。

欠款越来越少，林新德也变得更加开朗

健谈。“快要走出困境了，欠账不多了，

今年就能还清。”

重新“出山”，六旬老人照顾老人
2004 年，石门县皂市水库开工建设，

作为水库淹没区的移民，潘清珍被安置

到楚江街道观山社区居住，这是她第一

次离开养老敬老工作岗位。

从忙碌到清闲，潘清珍很不习惯。

这时，石门县社会福利院的领导找上门

来——得知她在乡敬老院的工作特别不

错，福利院想请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出

山”。

照料老人非常辛苦，但对于潘清珍

来说却不陌生。以前敬老院中住的不少

老人都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端饭送菜、

洗澡擦背，潘清珍都承担了下来。尤其

对残疾老人，她更是无微不至，如同自

己的兄弟姐妹般帮助。

2006 年，潘清珍被聘为石门县光荣

院（石门县社会福利院的前称——编者

注）院长助理。对于这个职务，一生淡

泊名利的潘清珍没把它当成“官职”，而

是看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潘清珍生在山区，长在农村，不仅

吃苦耐劳，更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看

到福利院四周有些荒地，她觉得可以充

分利用。于是，她除了做好对入住老人

的日常料理外，还利用闲暇时间将荒地

改成菜地，种上了蔬菜。同时，她还搭

起猪圈，喂养了牲猪……如今，福利院

不仅能基本实现蔬菜和猪肉自给，还因

此缩减了不少开支。

2020 年底，光荣院全体疗养人员

组织起来，给潘清珍制作了三面锦旗。

当天，全体老人集聚在大厅，几位代

表将三面锦旗 献 上时，全场掌声雷

动——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为她即兴赋

诗 ：“潘老大姐工作狂，服务老人日夜

忙；年过七旬不叫累，只把奉献记心上；

对待老人如亲人，以此报答党培养；

不为名利度晚年，乐将余晖献夕阳。”

不计得失，每年春节和老人一起过
潘清珍对福利院老人的照料是无微

不至的。石门县民政部门每个月给老人

发放 35 元钱，其中有 5 名智力障碍老人

的钱都是由潘清珍保管。老人要吃零食，

她上街买；老人要走亲戚，她送到车站；

老人发脾气，她耐心劝解；老人生病了，

她及时买药送医。

石门县社会福利院院长吴贤军告诉

记者，潘清珍刚来时，每个月的工资从

40 元调到 80 元，一年后调到 120 元，

1999 年才加到每月1000 元，但她从没

有计较得失，始终默默奉献。

如今，石门县社会福利院的 30 多

位老人都亲切地称 潘清 珍为“潘院

长”，而现年 75 岁的她也视老人们为亲

人——每年春节，工作人员都要放假过

节，只有潘清珍每年春节都是与老人在

一起过，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

员的初心。

当然，潘清珍获得的荣誉还有很多。

她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省“妇

女双学双比先进女能手”、全国“农村妇

女双学双比先进能手”，先后 5 次被石

门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夕阳无限好，余辉分外娇。”在石

门县、在妇女队伍中，潘清珍不计报酬、

不计得失、无私奉献的事迹感动了很多

人，如同夕阳的余辉，无限美好，意蕴

悠长。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黄龙

1991 年，乡政府成立敬老院，她选择新挑战，辞去村主任一职，与“五保”老人
朝夕相处；2004 年，她已年近六旬，本该退休养老的年纪，却“重操旧业”，再次选
择服务老人……

时间一晃就是 30 年。在常德市石门县，有这样一位令人钦佩的 75 岁女党员——
她叫潘清珍。

“模范共产党员潘清珍，全心全意为人民，不为名来不为利，养老事业献终身。”
这是近日，石门县社会福利院老人专门为照顾他的潘清珍写的一首赞美诗，他说 ：“老
潘一生无儿无女，把青春岁月奉献给我们这些老人家，这样的精神值得称赞！”

如今，石门县社会福利院的 30 多位老人都亲切地称潘清珍为“潘院长”。2021 年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潘清珍入党 50 周年，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为
党工作没有终点，能动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一生无儿无女，她在福利院照顾老人 30 年

潘清珍将敬老院里的老人当作亲人般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