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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前夕，美术课上老师布置每人
画一幅母亲的画像，作为礼物送给母亲，
小弘扬一口气画了17个。这让四川省什邡
市冰川镇冰川幼儿园的老师们惊讶不已。
张弘扬竟有17个“ 兵妈妈”。昨天，在汶川
地震中降生的“ 地震宝宝”张弘扬一家从
南京赴上海，再次见到了为小弘扬接生的

“ 兵妈妈”们。
“ 救 救 我 的 老 婆 ， 救 救 我 的 孩 子

⋯⋯”2008年5月16日上午10点，洛水镇灵
江村村民张贵昌，给正在四川什邡罗汉寺
参加抗震救灾的南京军区第85医院打来
求助电话。张贵昌的妻子是一位45岁的高
龄产妇，患妊娠高血压，情况非常危险，并
且是第二胎。说着说着，张贵昌已是泣不
成声。下午4点10分，产妇送到医疗队时身

体十分虚弱，产妇随时有生命危险，专家
们紧急实施剖腹产手术。17时12分，随着
一阵啼哭声，幸福娃张弘扬顺利出生了，
母子非常平安。张贵昌感激之余，给儿子
取名为弘扬，把解放军一心为民的精神弘
扬下去。医疗队撤离灾区后，“ 兵妈妈”们
与张弘扬一家始终保持联系。

如今，汶川地震已过去5年，在母亲
节前夕，张弘扬的妈妈带着孩子从老家
什邡到南京与丈夫会合，一家怀着感恩
的心，长途跋涉，赶来上海探望“ 兵妈
妈”们。见到“ 兵妈妈”们，小弘扬显得特
别开心，忍不住在妈妈们的脸上亲了又
亲，还把妈妈杨启菊做的感恩鞋垫送给

“ 兵妈妈”们。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

5年前捐房建学校 5年后卖猕猴桃赚钱继续献爱心
“ 上海奶奶”沈翠英：将慈善进行到底

5年前，“ 上海
奶奶”沈翠英因为
慷慨捐房，参与重
建能抗9级地震的
小学而成了家喻户
晓的大名人。前不
久，都江堰市政府
邀请她乘坐直升飞
机巡游都江堰，看
着自己督造的尚慈
翠英小学，看到当
地的复兴，她不悔
当初的决定：“ 不
管是捐房，还是下
海开公司，我都没
有后悔。去年，公司
开始盈利了，今后，
我要用自己赚来的
钱继续做慈善。”
本报记者 范彦萍

要造最好的抗震学校
常与孩子们书信往来

5年前，沈翠英将自己位于国际亚都
花园147平方米三居室的房子捐给慈善基
金会，这套房子后来拍得了450万元的善
款。这件事让她成了全国闻名的“ 上海奶
奶”。

原本以为450万元用来建一所小学已
绰绰有余，到了都江堰后才发现，当地一
所小学的建设费动辄就要上千万。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为了圆“ 上海奶奶”的梦，联
合了1000多位市民的善款，加上450万元，
凑成了1700多万，重建柳街小学，取名尚
慈翠英小学。

沈翠英所选的柳街小学地处诗歌之
乡。历史上曾出了一位大诗人，乡邻可以
随口作诗。这5年来，她和孩子们经常书信
来往。为了感谢“ 上海奶奶”，学生们写了
几百封信给她，往往是出口成诗。

当时，负责建设校舍的是上海中铁
二十四局。为了防震，都江堰明文规定，
盖学校每平方米要放70公斤钢筋。承建
方上海中铁二十四局得知沈翠英的事迹
后，主动将钢筋增加到90公斤/平米，能
抗九级地震。为了感谢施工的工人们，沈
翠英经常从上海带去鸡爪、花生等下酒
菜慰问他们。一来二去，成了非常好的朋
友。

2009年9月1日，都江堰所有的学校在
同一天投入使用，在隆重的启动仪式上，
沈奶奶将钥匙郑重交付给尚慈翠英小学
的校长。

时隔5年，再度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沈
翠英仍激动不已。“ 这些钱没白捐，真心花
在了刀刃上。孩子们能够在好的环境中受
教育，我的梦想也成真了。”

办公司援助当地农民
烂了100吨货卖不出去

一开始去都江堰，沈翠英一门心思想
要造好学校，但一来二去，她觉得光捐钱
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一次，带着“ 上海奶奶
团”考察灾区时，一位电台退休老台长提
出，能否将输血变为造血，将慈善当成事
业来做，这让沈奶奶顿悟。但做什么好呢？
她心中一直没底。

有一回，她无意中听都江堰当时分管
农业的副市长廖小平提及，新西兰猕猴桃
风靡世界，但其实最早新西兰的猕猴桃是
从四川拿去的品种，之后进行的改良。猕
猴桃原来出自中国。这么好的水果，却经
常卖不出去。从没下过海的她毅然创办了

上海聚爱实业有限公司，推销都江堰猕猴
桃。

这位年过6旬的老人在捐掉一套房
后，又将自住的房子抵押到上海银行，贷
款200万成立了这家公司（ 注册资金有500
万，还有300万是儿子媳妇出的）。

2008年9月份公司成立伊始，没有任
何经商经验的她拼命收购果农的猕猴桃，
结果因为滞销，第一年收的400多吨猕猴
桃烂了100多吨。看着成堆成堆烂掉的红
心猕猴桃，沈奶奶心疼极了。烂掉的猕猴
桃没地方倒掉，无奈之下，她只能和几位
工作人员偷偷“ 作案”。将猕猴桃捏碎了
倒在办公室7个抽水马桶里。

“ 真的是很没经验，看到农民们围着
你，开心的样子，你感觉无法拒绝。”回过
头看当初的举动，沈翠英觉得自己很傻很
天真。

挺过困难期摸到生意经
送货被人认出感到温暖

那时，沈翠英还引进了灾区当地的特
产大礼包，但因为缺少人脉、不懂市场，价
值80万元的大礼包囤积在仓库里。

在最困难的时候，上海银行第一个向
沈翠英伸出了援手，在电子屏幕中滚动播
出广告，承诺储户每存10万元就送一个大
礼包，解了沈翠英的燃眉之急。

第二年、第三年⋯⋯沈翠英摸到了生
意经，不再毫无节制地引进猕猴桃了，收
购的数量从第一年的400多吨锐减到第二
年的300多吨，再到现在的近200吨。损耗
少了，认可度高了，认购的企业也越来越
多。她还和东方CJ合作，进行电视购物推
广。不仅如此，这位不服输的老人还试图
和慈善超市谈合作，甚至想将都江堰猕猴
桃卖到天猫上去。

虽然都江堰猕猴桃外表没新西兰猕
猴桃好看，但口味极好。一传十、十传百，
居然渐渐打开了销路。

“ 说起这5年的经历，真的是酸甜苦辣
什么都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快递休息，
接到投诉后，沈翠英只能骑着助动车或开
车，亲自到客户家送猕猴桃。有几次，她被
客户认了出来。“ 哎呀，是沈老师啊，以后
我自己去取吧”、“ 你不是‘ 上海奶奶’么，
快进来喝杯茶吧” ⋯⋯每到这个时候，沈
翠英心中都暖暖的，觉得自己的苦没有白
受。

这5年来的下海，沈翠英亏损了两三
百万，直到去年开始公司才勉强扭亏为
盈。问她是否还会将公司继续开下去，沈
翠英自信地说，“ 为什么不呢？这5年来我
买了很多经验教训，我希望将余生献给慈
善事业。以前我捐的是成本，现在捐的是
自己赚来的钱。”

成都市长到家中做客
称“ 奶奶”名气很响

今年清明都江堰举行放水节，都江堰
市政府特意邀请沈翠英乘坐直升飞机，巡
视整个城区，了解灾区重建后的面貌。

“ 哇，那不是体育馆嘛。”看到当地的标志
性建筑，沈翠英觉得这些年，灾区真的变
了很多很多。

和灾区城市面貌一起变的，还有“ 上
海奶奶”的知名度。这些年，沈翠英的名声
大振，从都江堰到成都的高架上，全是她的
照片。她个人的照片进行了63万次的宣传，
甚至还上了百货公司的电子屏幕。前不久，
成都市市长到她上海的家作客，一开口就
是：“ 沈老师，你在成都，名气比我响啊。”

这5年来，灾区的老百姓没有忘记这
位“ 上海奶奶”。有好几次，沈翠英在当地
的理发店剪发，被店主认了出来，死活不
肯收她的钱。有一次，她在饭馆里吃饭，发
现一位女士一直盯着她看，她觉得很好
奇。正疑惑间，这位女士索性跑了过来，拥
抱了沈翠英，让她感动得不行。

中华慈善行为楷模、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儿童慈善30
年感动人物⋯⋯这些年来，“ 上海奶奶”
获得的荣誉一大堆，一开始她也开心过，
时过境迁，她说，“ 荣誉对我已经不重要
了，我希望显示自己的能力，老有所为。我
倒要和现在的年轻人比比，我能做那么多
事，你们能做吗？”

问及这5年来还有什么感受，沈奶奶
想了想说，要感谢自己的儿子、媳妇。“ 我
当时和家里人提起捐房的事时，儿子说，
你的财产是你的，你捐掉也好、用掉也好，
我们不管。儿媳则说，你把财产留给孙子、
孙女，你是他们两个的好奶奶，但造了学
校是千千万万孩子的好奶奶。他们的话更
坚定了我捐房的信心。”

小弘扬亲吻抱着他的“ 兵妈妈”。 新华社 图▲

汶川“ 地震宝宝”
来沪看望“ 兵妈妈”

沈翠英向记者讲述5年来发生的点点滴滴。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