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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上海奶奶”最后的牵挂
本报记者 李一能

一 缘起

在老人离世前两天，记者前往医院探望
了沈翠英，老人当时已经无法开口说话，进
入生命的最后阶段。儿媳施艳说，其实婆婆
去年就被查出重病，经过手术一度好转，但
稍微康复她又急于投入工作，可能是因为操
劳过度，病情再度恶化，没几天就进入弥留
阶段。“我们之前还一直在张罗，要为她举办
一场公益慈善之路15周年回顾会，想让老太
太出席，让她知道，她的付出、她的好，大家
都会记着，可惜还是没赶上。”
沈翠英的传奇故事，要从2008年开始说

起。5·12汶川大地震后，无数国人因为同胞
受难心急如焚，沈翠英就是其中之一，每天
看着新闻泪流满面，只恨自己不能立刻赶赴
灾区抗震救灾，满心想着要为受灾同胞做一
些事情。施艳记得，那天婆婆突然来公司找
她，说想向灾区捐一所学校，需要的钱还挺
多的，打算卖掉一套房，片刻的惊讶后儿媳
表示了支持。
“过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后来有人为

此事创作剧本，说想要加一段儿媳妇强烈反
对的情节，其实并没有，我们全家很快就达
成一致，同意捐房。”施艳说，一是因为那时
家里经济情况还不错，捐掉一套房不会伤筋
动骨，二是她明白婆婆的性格，这位善良而
固执的老人，决定要做的事情旁人很难劝
说。况且她也认同婆婆的善举，觉得很有意
义。施艳当时就对婆婆说：“如果您把房子
留给孙子孙女，您是他们的好奶奶。但如果
您把房子捐给都江堰的孩子们，您就是千千
万万孩子的好奶奶。”
最终，这套房产拍卖筹得450万元善款

捐赠给四川省都江堰市，用于建设抗震小
学。此后，她又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
“沈翠英专项基金”，募集各方善款，支援灾
后重建，帮助困难群体。这一义举让沈翠英
成为全国瞩目的慈善之星，无数媒体的报道
与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上海奶奶”自此成了
她另一个名字，在中国慈善发展历程上留下
闪亮的一笔。

二 执着

随着都江堰尚慈翠英小学拔地而起，沈
翠英的善念得以实现。如果事情到此结束，
她的晚年生活一定是轻松惬意的，但她却选
择了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坎
坷，远方是她此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完成捐建不久，沈翠英又成立了一家上

海聚爱实业公司，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
帮助都江堰农民销售猕猴桃。原因是她在
捐建学校的考察过程中，得知当地唯一拿得
出手的农产品就是红心猕猴桃，但这种水果

对冷链、运输、销售渠道要求极高，当地农民
又缺乏相关资源，往往是猕猴桃丰收却卖不
出去，水果变质了就直接扔进江里。这个故
事改变了沈翠英的一生，她决心投身助农事
业，帮助都江堰猕猴桃打响品牌、打通销路，
让农民增收致富，再用获得的收益反哺公益
慈善。
“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开公司做公

益，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一理念过

于超前，如何让生意与公益
完美融合，很难平衡把握。”
施艳说，明知前路坎坷，婆
婆还是义无反顾投身其
中。她虽有顾虑，但当时看
到踌躇满志的老人，家人们
还是一致决定，全力支持她
的选择。
担忧很快成为现实，为

了保证猕猴桃品质对得起
“上海奶奶”的荣誉，沈翠英
坚持从育苗、种植、包装、冷
链、运输、销售全产业链亲
力亲为，确保将最优质的红
心猕猴桃交到支持她的上
海市民手中。但对于这个
复杂的流程，沈翠英完全是
门外汉，只能从头学起，吃
过的苦、踩过的坑不计其
数，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
亏损，全都由她承担。
“我的婆婆以前是个特

别精致的上海老太太，广场舞的明星，生活
时尚小资。但自从接手猕猴桃销售后，整个
人都变得灰头土脸，不是在田间锄地，就是
在埋头分拣。运到上海的猕猴桃一时卖不
掉，急得四处打电话求人，很多情况下只能
自掏腰包弥补损失。”施艳说，家人和朋友们
不断劝说她要转型改变模式，但沈翠英觉
得，如果此时打退堂鼓，对不起向都江堰人
民的承诺，她一定要把这条路走通。“她是一
个异常执着的人，超出常人想象，否则也不
会有捐房这件事。”

三 变故

为了扭转局面，沈翠英开始尝试林下种
植，在猕猴桃树下种植蔬菜，并养殖一些走
地鸡拓展产业链。这一理念不可谓不新，但
现实却是，鸡把菜给吃了，然后又把猕猴桃
树给啄坏了，结果鸡、蔬菜、猕猴桃全都没养
好。探索失败的代价就是欠下大量债务，几
年前沈翠英不得不把自己名下最后一套房
产卖掉还债。“这套房我住了20多年，本来以
为可以一直住下去，现在看来不行了。”面对
熟识记者的采访，沈翠英忍不住流下了泪
水。可是刚擦干眼泪，她又精神奕奕地出现
在公司，带领着员工忙碌起来，她的热情与
坚持，也感染着身边的人们。
“我不完全认同她做慈善的方式，但非

常佩服她投身公益的初心。”杨一民是一位
退休校长，7年前被“上海奶奶”的故事感
动，成为了沈翠英的公益伙伴与挚友，多年
来一直跟随着沈翠英助学帮困，支持她以
乡村振兴带动公益慈善的理念。杨一民说，
相识7年他们基本没有一起吃过饭，唯一一
次聚餐，就不久前，被她极力邀请到家中一
聚，到了才知道沈翠英又生病了，这次非常
严重。
去年6月，沈翠英大病一场，经过一场手

术才被救了回来。但身体稍微好转，她又开
始忙着猕猴桃销售。经过一系列的产业优
化调整，以及多年积累的老客户大力支持，
沈翠英的公司已经实现了营收平衡，并且在
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在长宁区还开设了唯一
一家授牌的扶贫产品推广点。“在她看来再
加把劲，马上就能扭亏为盈，公益事业再上
一个台阶，证明这么多年她努力的方向是正
确的。”杨一民非常理解老伙伴急切的心情，
但还是劝说她放下工作好好养病。得到的
回答是：“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我至少还
能干十年。”
这样的答复在杨一民的意料之中。多

年来他一直劝沈翠英转变思路，不要单打独
斗，要做快乐慈善，可持续的公益，可这位执
拗的老太太总是不听。和往常一样，杨一民
再一次选择保留意见默默支持，可是没想到
仅仅数月后，沈翠英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

四 传承

“我觉得，这次大概是撑不过去了。”几
天前，明显感到体力不支的沈翠英突然对儿
子说出了这句话，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
己的生命可能已经快走到尽头。儿子当场
就哭了，证实了猜想的老太太一声叹息：
“哎，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婆婆是在埋怨我们告诉她太晚，让她

措手不及，还有太多事情需要操心安排。”施
艳说，这几天沈翠英时而清醒，时而昏睡，但
凡醒来说出口的话没有一句是交代自家的
事。“上次捐赠的那批书都江堰学校的孩子
们收到了吗？”“新一季猕猴桃快要上市了，
农场里有啥问题吗？”“老客户又来下订单
了，你们一定要安排好哦。”
从几天前开始，沈翠英的治疗进入临终

关怀阶段，强忍病痛的老人一声不吭，这是
她在用最后的坚强保持体面，再也没有余力
开口说话了。唯一能令她眼前一亮的只有
一句话：放心吧，您的事业后继有人。
目前已经确定继承沈翠英公益事业的，

是她的孙子朱纪扉。原本已经准备留学的
他，决定成为奶奶公益事业的继承人，成为一
名“慈三代”。沈翠英名下的社会公益组织将
全部由他接手管理。“捐房的时候我还是个小
孩子，对奶奶坚持做的事情理解也比较有限。”
朱纪扉说，这几天他跟着父母四处奔波，为奶
奶筹办慈善之路纪念活动，接触到许多奶奶的
同事、朋友和受助人。从他们的口中，才知道
一直风风火火的奶奶一路走来多么不易。
“我现在的初步想法是，先把奶奶目前

的公益慈善事业维持好，在这基础上看看哪
里还能再提升。”朱纪扉说，这些年他亲眼看
到奶奶不顾年迈四处奔波，整个家庭对此鼎
力支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只为守护“上海
奶奶”的荣誉，践行当年的誓言，完成心中的
理想。公益慈善，已经成为一家子共同的信
条，作为家中的长孙，承担这一使命责无旁
贷。只是他还无暇思考如何实现，陪奶奶走
完最后时光，是当下唯一能做的事情。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机缘巧

合之下开启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旅途，种下了
公益的梦想。”朱纪扉说，奶奶的公益慈善之
路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绝对已是全力以
赴，倾尽一切投入其中，用最大的善良与热
忱回报社会。而所有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
都将化为宝贵财富，为后人指明方向，激励
大家完成她未竟的事业。
那天，朱纪扉来到病

床前，俯身在沈翠英的耳
旁轻声说道：“奶奶辛苦
啦，放心休息吧，今后的
事情就交给我了，您做得
很棒，真的特别棒。”

昨天15时18分，上海国际医
学中心病房，一位老人带着深深的
眷恋与不舍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
76岁。她叫沈翠英，是上海第四聋
哑学校退休教师，2008年曾拍卖一
套上海房产，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
450万元建造爱心小学。通过《新
民晚报》报道，沈翠英卖房捐学校
的事迹感动全国，“上海奶奶”成为
当年抗震精神的符号之一，激励着
人们投身公益慈善。15年来，渐渐
远离光环与聚焦的沈翠英，一直在
慈善道路上默默前行，倾注了全部
的热情与精力，矢志不渝践行公益
理想，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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