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峰家的“李焕英”，是一个
年纪越长却越发光彩的“李焕
英”。

徐峰的母亲孙佩华家住北仑
大碶街道坝头社区。近日，记者来
到孙佩华的住处。这里藏着一个
城中村，家家户户都是独栋小楼，
推开大门，洒在小院里的阳光照得
人暖意融融。

孙佩华刚从社区回来不久。
每天上午8点多，她跟一群志同道
合的老年人在社区里练习柔力

球。这是一项太极化的球类运动，
需要手持一个特制的拍子，将球纳
入球拍后，以臂为轴，通过不同技
术动作进行弧形引化。

听上去简单，可记者尝试了一
番，球根本不听使唤。“我退休后就
进行这项运动，一开始人家教我，
两个月后‘出师’，变成我教人家。”
这些年，孙佩华大小比赛参加了不
少，她所在的团队代表社区在北仑
多次拿过柔力球比赛金奖，甚至还
冲进过全国赛事。

柔力球冲进过全国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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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上午，海曙望春街道
西成社区，“我家的李焕英”——翻
拍旧照片、讲述温情故事的活动正
在进行，轻盈的气球花束、温馨的
丝绒桌布、定制的照片墙、个性的
手持标语，几代“李焕英”坐在了一
起，“描绘”出一幅中国妈妈的群
像。

她们个个不同，却都曾拥有芳
华。

“喏，照片里的这个人就是我母
亲，那个年代很艰苦，她晚上还管我
们4个兄弟姐妹，可我从来没听她
叫过苦。”73岁的蒋妙凤的母亲是
一名居委会工作者，“她负责社区治
安，没有文化一直坚持学习。”

于是，蒋妙凤小时便经常见到
母亲在油灯下学习的背影。印象
中，她的母亲起早贪黑鲜有休闲放
松的时刻，在岁月的刻刀下，逐渐
变成了中年妇女的模样。长大后
的蒋妙凤渐渐意识到，自己从母亲
身上潜移默化沿袭了这些优秀品
质，“我去新疆支边，组织需要我扎
根哪里我就到哪里，遇到不会就像
我的母亲一样咬着牙边干边学。”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蒋妙凤把自
己的孩子教育成才，“有时我也在

想，或许本身‘妈妈’这个称呼就有
一种特殊的魔力吧。”

贺爱武的老家在四川，已在宁
波定居40年，她的母亲也是一名
居委会工作者，“我们家7个兄弟
姐妹，小时候社区里要发个通知什
么的，我妈一招呼，全家齐动员。
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奉献’两字。”
疫情期间，一听说社区里需要守门
志愿者，贺爱武就毫不犹豫地报名
了，而原本社区考虑到她70多岁
了，并没有想麻烦她。

80后的唐玉青嫁到宁波十多
年，平时要带儿子还要照顾患病的
丈夫，可她从未向生活低头，“我的
妈妈今年 68 岁，是大山里的农
民。她可能是千千万万再普通不
过的‘李焕英’中的一员，藏起娇
柔，成为我们心中勤劳、能干、操心
的母亲，所以我要像妈妈一样坚
强。”

“父母长期分居两地，我们姐
妹4人都是母亲带大的。父亲每
个月会给我们30元的生活费，我
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即使是这
样，母亲也坚持让我们上学。”这是
73岁陈慧娟对母亲的印象。“后来
家里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4姐妹

里我的条件相对差些，母
亲就每星期来我家两次，
买菜做饭。后来我想把她
接到家里照顾，母亲却怕
增加我的负担，始终不
肯。母亲的爱从来都藏在
细节里。”陈阿姨哽咽了。

在分享会上，西成社
区党总支书记李清波不断
被“李焕英”们的故事所感
动，“当代社会中的‘李焕
英’们或许承担着更多社
会角色，希望通过这次活
动，可以为女性增能，新时
代的女性自立自强，她们
的母亲也是不让须眉的巾
帼英雄。”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陈洁 文/摄

几代“李焕英”悠悠说故事
“妈妈这个称呼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一张张泛黄老照片就这样安静地“躺”在桌子上，让无数人看到了“李
焕英”们成为妈妈之前的模样——麻花辫、利落短发或时髦大波浪；目光坚
毅或温柔或顾盼流转；五官明艳靓丽或可爱俏皮又或英气飒爽……

会瑜伽、柔力球 也玩抖音、网购

这位65岁的“李焕英”
时髦不输年轻人

看着泛黄的照片，女儿们回忆起年轻时妈妈的模样。

你家的“李焕英”是什么模样？面对这个问题，也许每个
人给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在徐峰眼里，他65岁的母亲是一
个紧跟潮流的时髦“李焕英”：热爱公益，会瑜伽、柔力球、走
秀，能玩转抖音，喜欢网购。退休后尽情享受生活，疫情之前，
每年夏天到天目山避暑，冬天到海南度假。

按照儿子徐峰的说法，妈妈
退休后比工作时还忙。除了柔
力球，孙佩华日常要做的事太多
了：她是社区助老志愿队中的一
员，结对了一位89岁老太，平时
不忘上门看望；她加入了社区蓝
孔雀旗袍队，时不时会参与一些

公益演出，为了保持状态，定期
形体训练是少不得的；她热爱瑜
伽，每周二社区开设的瑜伽班里
总能见到她的身影，身体柔软不
输年轻人；她喜欢全国各地到处
游，若不是疫情影响，恐怕现在
还在海南度假。

退休后比工作时还忙

在孙佩华身上，压根儿不存在
“跨越数字鸿沟”的难题。“智能手
机我玩得很溜，刷抖音，拍视频，还
会简单编辑，平常家里的日用品也
都是网上买的。”

这样一个“李焕英”，之所以老
有所乐，是因为她曾在退休后就跟
儿子、儿媳“约法三章”：“现在你们
要满足我，我空的时候帮你们带孩
子，如果要出门旅游了，会提前跟
你们说。”

“妈妈年轻时是苦过来的，她年
纪大了，想要自己的生活，我们当然
支持她。”徐峰告诉记者，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父母在海南农场呆过10
年，妈妈养过猪、牛，干过手工活，也
当过割胶工人。“我那时候还小，只
记得妈妈非常辛苦，尤其是割胶，每
天凌晨两三点钟出门，要割两百多
棵橡胶树。更多时候是我带着弟弟
一起玩。”

7岁那年，徐峰和弟弟随父母
回到北仑。后来，孙佩华下岗办了
厂，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在徐峰
的记忆中，妈妈依然那么忙。长大
后的他知道，这样的拼搏是为了他
和弟弟。

“我感觉妈妈现在比工作那会
儿还要忙，如果我们要回家看她和
爸爸，还要提前打个电话‘预约’，
迁就她的日程表。”徐峰说，看到妈
妈沉浸于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他
感到很欣慰。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凌舟洋 项婷婷

不存在“数字鸿沟”难题

孙佩华在一次活动中穿旗孙佩华在一次活动中穿旗
袍走秀袍走秀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