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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

 ?上海爱心奶奶”沈翠英 ◆ 江妙春

    编者按>>>

沈翠英，5.12 汶川大地震曾拍卖自己的住房，拍得金额 450万建造尚慈翠英小学，

被网友誉为“最牛的退休女教师”，一个普通百姓，拥有如此慈善义举，这在上海、全国也
是不多见的。 “上海爱心奶奶现在好吗？ ”“捐献的房子价值几千万了吧？ ”不断有人问起
沈翠英近况，今天的纪实版介绍“上海爱心奶奶”继续从事公益事业的故事。

一、与“慈”有缘的“慈云街”

慈云街在南丹路与南北主干道漕溪北路
交界处，紧挨着电影集团边的影业街。老早叫

三角东街，原来这里是一片平房。小时候从徐
汇区湖南路搬来时，沈翠英才 8岁光景。印象

中这里家家户户吃水要到远处的给水站或挑
或拎。大概从小比较懂事的缘故，看着母亲早

出晚归地到厂里上三班，抚养着姐弟妹 5个

子女，沈翠英常常抢着去挑水拎水，把家里水
缸灌得满满，以减轻母亲负担。

沈翠英排行老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
妹。“我家普通工人，我们搬家那年父亲就病

故了，住到三角东街也好像与经济原因有
关。”沈翠英想用知识改变自己和家庭，刻苦

用功读书。临毕业的一天，学校把沈翠英母亲
叫去，才知道沈翠英失去父亲的情况，学校老

师和教导主任等纷纷建议，根据沈翠英的情
况和家庭实际，上师范学校比较务实，可以减

轻家庭担负。沈翠英去了位于宝山路上的上
海幼儿师范学校就读。做一个人民教师成了

她的新目标。
1947年出生在上海的沈翠英，于上海第

四聋哑学校退休，教语文。我有幸与这位“爱
心上海奶奶”见面时，手里拿的是一张 2011

年 2月 3日的《新民晚报》，纸有点泛黄了，字
迹却清晰可见：‘上海好心人，你还好吗?’

“2008年：上海奶奶，卖猕猴桃，多赚钱为四川
加油。”———报纸成了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

彼此毫无陌生感。“谢谢你，这么有心啊⋯⋯”
沈翠英接过旧报，脸上绽放着开心的笑容。

在奉贤江海公社小学工作的时候，她是
个乐天派，吃苦耐劳、待人礼貌、善于讨教。城

里人如果没有真本事，农民们会看不起他们。

人民大队给沈翠英约两张桌子大小、七八平
方米的菜地，沈翠英学着种了些鸡毛菜、茄

子，改善自己伙食。祠庙门前有一条河

浜，水流潺潺，沈翠英不用别人教，尝

试制作钓鱼工具，土法上马去钓鱼。

也许运气好，有次试手，鱼儿上

钩了，或许太激动的缘故，沈

翠英用力一甩，一条鱼直

接被抛到了河边农民屋

顶上，成了当时农

民茶余饭后的

话题。人们

惊讶这位上海女教师的与

众不同。乡亲们喜欢她，爱教

她农活，爱送她东西。热情的

她受到了农民兄弟姐妹的热

烈欢迎。沈翠英回到家，总要把

他们交往的有趣故事讲给母亲

和弟弟妹妹听，和他们分享喜悦。

多年后的汶川地震，她那惊人的举

动是否与一以贯之的豪情有关，与来自

慈云街有关。

二、房子参加赈灾义拍
从教 20 多年的沈翠英，1991 年下海经

商，担任一家企业办公室主任。她用经商所得

买下了两套住房，房子就在慈云街，一个叫亚
都国际名园的地方。拍卖的住房有 147平方

米，原本租给了一家公司，每月租金 8000元，
而沈翠英每月退休工资为 1380元。“老实说，

我也从来没见过 400万元是什么样子，今后

应该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但是一想到国家有
这么大的灾难，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沈翠

英说，地震之后，她立刻向上海市红十字会捐
了 2000元，儿子也捐了 10000元，但是她认

为这些钱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后来看
地震消息报道，她得知，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因

为花了 40万元加固校舍，全校 2221名师生
在地震中无一伤亡，创造了奇迹。这位叶姓校

长的超前意识和对学生的大爱，让沈翠英极
为感动。于是，她决定捐掉自己的一套房子，

在灾区造一所至少能抵御 7级地震的学校。
沈翠英说，她 2001年购买这套房子时花了

100多万元，现在房子升值了(拍卖公司估值
约 450万元)，参加赈灾义拍，自己只不过是

把升值的那些钱还给国家罢了。
熟悉房产行情的人说，当年 450万元的

市值，现在已超过 1700万。儿子和儿媳妇对
沈翠英的决定十分支持，不仅陪她一起前往

拍卖公司签订委托协议，还表示如果 400多
万元不够造一所学校，他们可以再贴钱。但是

沈翠英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母和兄弟姐
妹。沈翠英说，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她生活过

得最好，但是她自己的姐姐和姐夫长期患病，
一直住在 15平方米的一居室内，弟弟在菜场

值晚班，而自己高龄的母亲平时很节俭，自己

做家务不请保姆。“我想他们总会理解我的。”
沈翠英说，她将用自己的退休工资和积蓄来

补贴亲戚和妈妈。
沈翠英捐赠的 450万元找到了婆家———

都江堰柳街小学。“尚慈翠英小学”名称，是由
上海教育界老领导袁采建议确定的。学校建

成后可容纳 18个教学班，810名学生就读。沈
翠英主意很坚定，要把学校工程质量放在第

一位。她采纳知情人士建议，要求校舍建造
时，让每平方的钢筋量从 90公斤增加到 110

公斤，使建筑可以抗击 9级地震。沈翠英延请
桑早中学叶校长作为工程监理，保证施工进

度和安全质量。承担任务的中铁 24局工人们
早就被沈翠英的义举感动。施工中，“上海奶

奶”几次来工地，带来大包小袋的下酒菜鸡翅
膀、鸭胗肝、花生米等，“犒劳”日夜奋战一线

施工的工人们，还下厨为大家改善伙食，沈翠
英的到来，是无声的动员和感召。沈翠英的举

动传遍都江堰地区，她的大幅肖像画矗立当
地街头，成了爱心涌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标杆。都江堰市灾后重建的对外开放展示启
动仪式，市委书记陪同沈翠英坐上专门安排

的直升机，俯瞰都江堰全貌。她常常被当地热
情的人们认出，到饮食店或理发店消费，被素

未谋面的市民抢着付了钱。某种程度

上而言，沈翠英是上海形象代言人。都江堰景

区作出规定：每年 5月 12日地震纪念日的前
后各一个月内，上海旅游者到当地，可凭个人

身份证，免费出入任何景区。是不是其中也有
沈翠英的人格魅力？

尚慈翠英小学落成典礼上，沈翠英让自
己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们悉数到场，感受

灾区民众对上海援建爱心工程的真心回聩。

提起这一场面，沈翠英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可
容纳 3万人的都江堰九州体育场，这天人山

人海，都江堰被庄严、神圣氛围浓郁裹围着，
沈翠英登上体育场主席台，面对操场上几万

名与会者，用宁静心绪、平静语气讲述了自己
为灾区所做的点点滴滴，黑压压的操场里、主

席台两旁硕大的屏幕上，被感动了的都江堰
人，热泪盈眶⋯⋯

三、成立“沈翠英专项基金”

在对地震灾区实地考察后，沈翠英决定
还要为灾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她向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提出成立“沈翠英专项基
金”，募集各方善款，为灾后重建、帮助困难群

体做更多的事。她的义举得到了远远近近各
界有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2012年，“上海奶奶”沈翠英百忙之中来

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代表上海聚爱实业有
限公司捐出 12万元充实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沈翠英专项基金”。
在“聚爱公司”成立之初，她就承诺将利

润 30%捐入上海慈善基金会沈翠英专项基
金，用于资助都江堰贫困儿童就学。

“地震后我和婆婆前后三次去了地震灾
区，渐渐觉得光捐房捐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必须将‘输血’改成‘造血’，帮助当地企业
恢复生产，打开上海市场，才能让企业重新焕

发生机。”沈翠英的儿媳施艳说。
为此，一家人抵押了当时仍在居住的唯

一一套住房，拿出 400多万元帮助当地工厂
恢复生产，并成立聚爱实业有限公司。聚爱公

司 2008年 8月开始筹备、9月份正式启动，公
司的业务就是在上海推广都江堰的特色农副

产品。
第一年为了推广都江堰“红心”猕猴桃，

公司投入了一百多万元做广告。第二年，又投
入五十多万元，但依然亏损。第三年，沈翠英

换了个思路，“我花两三万元，请上海市民免
费品尝猕猴桃。”沈翠英向顾客们赠送“猕猴

桃券”，用实实在在的好味道打开销路。虽然
做猕猴桃生意沈翠英亏了很多钱，但她却一

直在捐钱。每卖掉一个猕猴桃就捐 5分，卖掉

一箱，捐 1.5元，这是她对果农的承诺。走进
“上海奶奶”不大的门店，看到三面橱柜里整

齐地放着商品。门店的后面就是聚爱公司办
公的地方。公司只有几个员工，都拿着很低的

工资。沈翠英说，他们几乎都是志愿者:一个是
周末来上班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一个是失业青

年，他跟着沈翠英干了四年，如今已经是公司
的主要骨干;另外几位都是退休人员。现在除

了上海，全国各地想要通过“上海奶奶”献爱
心的人都可以买到都江堰的猕猴桃。

沈翠英现在成了猕猴桃专家，而这都是
被生活逼出来的。沈翠英坦言，自己现在的压
力要比当初捐一套房子大，“当年捐房子，我

有这个能力，捐就捐了，但现在比当时更难，

搞企业，不但受到争议，事情也不容易做。”

但她并不后悔，“那么多人支持我，我的动力

很足。”

聚爱公司成立后，不少人开始质疑沈翠

英做“慈善”的动机，沈翠英回应说：“如果企

业有盈利，30%的利润将会捐入慈善
基金会专项基金，帮助解决当地孤儿上

学等问题，70%则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

活动，我们每卖掉一枚猕猴桃，都会给果农

补贴 5分钱，参与我们公司的这些股东都不

图回报，我更不求回报。”“没有钱怎么做慈
善，如果赚了钱也是我的本事，有了钱我才能

做得更好。”
如今，沈翠英将捐款的目标渐渐放到更

需要帮助的个人和家庭上来。她先后为孤老
和白血病儿送去整箱猕猴桃。几年来，这位

“上海奶奶”的慈善义举已经赔了 300多万

元。在沈翠英办公室里，她捐赠老人们的 3000

箱猕猴桃证书，被随便地卷起，放在电脑主机

后面。小朋友的画作“上海爱心奶奶”画技还
不怎么成熟，却被沈翠英放在办公室醒目的

地方，她笑着说，虽然画得有些走样，还是要
鼓励小朋友一下。他们爱上海奶奶，我也爱他

们啊。

四、追求：慈善的永远
沈翠英今年已经 71岁了，她说：“无论如

何，慈善这条路我这辈子是要走到底了。”

2009年，中央电视台录制一档关于慈善、名为
《中国梦》的节目，沈翠英是片中 10名访谈人

物之一。潘石屹出现在录制现场，见了沈翠
英，说自己很小失去妈妈了，说罢拥抱了一下

沈翠英。节目录制尾声，出意外了，鬼使神差，

情绪太投入，事迹太动人，沈翠英穿着新的印
花两用衫，专注讲述故事，变换场景时，忽然

一脚踩空，从 9级阶梯高处摔下来，让全场一
片混乱。她只感到眼前一片糊涂，从不离开的

眼镜也不知掉在哪里。台上台下人员，蜂拥上
前，关切“上海奶奶”是否受伤，伤肯定不轻。

事故延期了的录制现场，凌晨三点光景才收
工。虽然伤痛开始发了出来，沈翠英却坚持不

让节目组送自己上医院，硬撑着按原订机票
登机时间飞回上海。系在她腰后的扩音装置

巴掌大、寸把厚，摔落时成了护身符，阻挡了
舞台上的锐角，沈翠英为做节目专去购买的

这件新衣服，腰间摔破了一个洞，却保护了身
体，沈翠英衣橱内这件独一无二的衣服，她几

次都不舍得处理⋯⋯她坦言，过了 60 岁以
后，对钱越来越淡然了。最开心的根本不是

钱，而是自己的向往和心愿，被这么多好人认
可，感动，也更促使自己沿着慈善之路毫不犹

豫地行进下去，无怨无悔。记得曾在光大会展
短短两天的猕猴桃销售季节，自己爱心品牌

的摊位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先恐后购买
都江堰猕猴桃，当时还不时兴电子消费，纸币

像雪片似地飞向收银台，人们争先恐后地围
来，就看一眼“沈奶奶”，一对青年夫妇涨红着

脸，拉着自己七八岁的儿子，硬是从密匝的客

流中挤进来，就为和“上海爱心奶奶”合张照
片。慈善，爱心，是普通的人们与沈翠英真心

连接的纽带。

整整十年，沈翠英坚持为地震
灾区献爱心，她和自己公司的全体
员工，每年都要为社会捐出十多万
的爱心善款。她干得多的目的，是
想“捐得多”。

茛 沈 翠

英 (中）在
公益活

动中

今日都江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