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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上善若水、臻于至善，是中华民族不变的价值追求。不断涌现的道德模范，是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

近日，湖南省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和湖南省道德模范入选对象名单出炉。道德模范身上，凸显了伟大时代的凡人善举，他们的事迹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充

满爱的世界。

今日女报 / 凤网推出“德行潇湘 巾帼榜样”专题报道，讲述其中女性道德模范人物助人为乐、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让我们一起

将心灵触动转化为具体行动，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倡导者、传播者、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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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决心，她 30 年不涨价卖“最低价”米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实习生 刘怡

2 月 26日一早，邵阳市大祥区

红旗路街道的凯阳餐馆人声鼎沸，

70 岁的林生丽一如既往地忙碌着，

抓一把粉下进锅里，为顾客们送上

一碗味美价廉的邵阳米粉。

坚持 30 年并且绝不涨价——

这是林生丽1995 年创办餐馆时向

顾客许下的承诺。时至今年，30 年

的承诺还有一年就要“到期”。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街道居民

第九届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候选人

人物名片

林生丽

听她说

我的老板诚实守信
讲述 / 朱汉珍（凯阳餐馆员工）

凯阳餐馆开业时，我还是小姑娘，和另一位同事跟

着林大姐干活，我帮着她在中午炒菜，已经快30 年了。

餐馆刚开张那几年，没有公交车，六点半要上早班，

我4点就要起床，走路一个半小时去店里。我平均一天

做 150 份午餐，择菜、洗菜、切菜、炒菜到最后的收摊

检查都要干。但林大姐更不容易，每天凌晨3点半就要

起床准备。

我眼中的林大姐，对待餐馆事业十分认真。

2008 年，我们不得不调整价格，这令林大姐感到有

违承诺。为了向顾客道歉，她便在店内张贴了一张公告，

说明涨价原因。结果来店里的顾客没一个反对的，当时

我们还特别感动。

2022年，林大姐右腿脉管炎发作，到医院做了手术。

虽然她“倒下”了，餐馆却没有“停转”。在林大姐的软

磨硬泡下，她的丈夫也来店里帮了忙。后来，她才住院

4天，就一瘸一拐地又来了店里干活。

不仅是对待顾客诚实守信，林大姐对待员工也绝对

不会缺斤少两。2003 年非典疫情和最近三年新冠疫情

期间，餐馆常常歇业，没有收入，为了不让我们散伙，

林大姐每月按时用自家的退休工资给我们发工资。

2019年，林大姐被评为“邵阳市道德模范”。得到消息，

我们在店里一阵欢呼。现在的林大姐收获了更多的肯定，

我们为她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而高兴，也为她获得了

这么多人的认可而高兴。我们早就约定好了：只要凯阳餐

馆一直开下去，我们就跟着林大姐一起干下去！

“本来我是决定完成这 30 年我

就不干了，但是这几年获得的肯定

让我还想继续下去。”林生丽说，“看

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吧，能多干几年

就多干几年，能多帮助一些人就多

帮助一些。”

让处于困境的人们都吃得起饭、

吃得好饭，这是林生丽的初心。

1973 年，林生丽被下放到武冈

大圳磨石岭。“我们当时下乡前是一

穷二白，没想到去当地人的家里一

看，他们比我们还苦。一日三餐吃的

都是红薯，住的还是漏风的竹片房。”

后来，林生丽与爱人结婚，为了省

钱养育孩子，连两毛钱一碗的粉也

舍不得吃。“我当时就想，有条件了，

我就开一家餐馆，让没有收入、低

收入的人都可以吃上粉面。”

1985 年，尽管林生丽的工资已

经上涨到每月60 元，但实现愿望

仍显得遥遥无期。于是她果断辞去

了工作，下海打工。“当时一个月是

800 块钱，什么活都干，一天 24 小

时除了睡觉都不会休息。”

十年后，带着自己下海打工的

4万存款，林生丽的餐馆开起来了，

她定了当时市场上最低的价格——

早餐最低 2 元一碗粉（面）、中餐自

助餐每人 5元。

创业初期，林生丽受到许多同

行的指责。“他们说我太傻了、给别

人送钱，也有一些人来搅扰生意。

但我是一个坚持自我的人，我的想

法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为了控制成本，林生丽只请了2

个人帮忙，自己身兼数职，几乎每

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凌晨 4点炒料，

早餐既做师傅又当服务员，下午又

要马不停蹄地赶往菜市场，走上三

四个小时“淘宝”。

2008 年，湖南的冰雪灾害天气，

差点让凯阳餐馆陷入窘境。“物价上

去了，几乎没有什么收入，连员工的

工资都发不下来。”面对暴涨的物

价、顾客亲人的劝说以及饭店的未来，

林生丽只得将价格上涨了一块钱，并

至今未改变。

2020 年底，新冠疫情暴发。“疫

情期间我们难，那些低收入者更难，

餐馆必须坚持经营，我来想办法。”

林生丽对员工说。为了维持经营，

她把丈夫的退休金匀出来，给工人

发工资，苦苦坚守。

29 年来，凯阳餐馆的价格一直

都是行业最低价，周边不少低收入

人群因此受益。如今，“凯阳餐馆”

早已是百姓心中的“亲民餐馆”。

一句承诺，没有成家的她成了三个孩子的“妈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实习生 樊佳宜

益阳市南县东堤尾社区居民

第九届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候选人

人物名片

张小毛

听她说

我的“妈妈”是模范
讲述 / 娜娜（张小毛的二女儿）

我今年14岁，张小毛是我的“妈妈”。

为了照顾我们，本就瘦弱的妈妈在我 9

岁时，体重不到90斤。因为干活，妈妈的

手上总是有着各种伤痕。

在我心中，妈妈就是道德模范，指引我

们前行的方向。她总是承担着不属于她的

责任。在我小学时，我的小叔叔（张小毛四哥）

生了很严重的病，妈妈不仅要照顾我和弟弟，

还要照顾病床上的小叔叔。等到小叔叔出

院后，她又将他带回家。

妈妈对家人的照顾总是不求回报的。70

多岁的大姑姑生病住院，妈妈也会做好一

日三餐给她送去。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妈妈却对我们格

外好。每年生日，她总会准备好平时吃不

到的生日蛋糕，给我们惊喜，给足了我们和

其他小朋友一样的仪式感。当我们提出要

求时，妈妈总是尽可能地满足我们。

我们很爱妈妈，也很想快快成长，为

她多分担一些。

“生活正在慢慢变好……”这是

张小毛接受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乐观，仿佛是她身上自带的光芒。

56 岁的张小毛是南县南洲镇东

堤尾社区居民，没有成家的她却有

3 个儿女，是已去世的兄长留下的孩子。她

用真心陪伴他们，只为给原本孤苦无依的

3 个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她的大爱故事

感动了很多人。

1984 年，张小毛的父亲因病去世，母

亲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亲朋好友给她介绍

对象，她第一个条件便是“要带着母亲一

起生活”，也因此让很多爱慕者望而却步。

2001年，一场大火带走了张小毛三哥

三嫂多年经营的店铺和三个孩子。三嫂无

法走出伤痛，之后先后收养了3 个孩子。

然而2011年，三哥罹患肝癌去世。那时，

大女儿 12 岁，小女儿和小儿子都才 1岁多。

之后，三嫂瘫痪在床，张小毛照顾了

4 年，直至三嫂去世时，她承诺：“你放

心，有我一口吃的，绝不会少了孩子们那

一口！”

就这样，没有成家的张小毛成为了三

个孩子的“妈妈”。

一个大人和三个孩子的开支并不是个

小数目。为了挣钱，张小毛干过苦力——

她听人说背木材挣钱，可一根木材，最短

的有4 米，60 多斤重；最长的超过 6 米，

100 多斤。

张小毛硬着头皮就报名了。木头扛在

肩上，硌得肩膀很痛，回家一看，肩膀处

红肿，甚至破皮溃烂。她也想过放弃，可

一想到还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她还是坚

持了下来。

张小毛说：“只要不犯法，保洁、搬货、

载客……挣钱的工作我都做过。”可让她

措手不及的是，家中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

先后检查出身体异常、器官发育不良等问

题，需要定期治疗。

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张小毛的身体也

出了状况。2018 年，她在医院确诊类风湿、

低血压等多种慢性病。2019 年，她又诊断

出丙肝，前后花了10 多万元进行治疗。

之后，张小毛的四哥也确诊尿毒症。

她辗转益阳、长沙送四哥就医，守在病床

边，日夜照顾着他，并承担了他每周三次

透析的费用和药费。

这些年，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爱下，张

小毛渐渐还清了债务。而她也会趁着休息

时间，带着孩子们去福利院看望老人。如

今，三个孩子中，老大已经结婚，有了自

己的生活；老二和老三还在初中上学；四

哥在她的照顾下，也能自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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