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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儿时两根小辫子
种下一个幼师梦

秦文洁是90后。扎辫子，是她很小就向往

的——父母工作忙碌，怕一早梳头发来不及，一

直给女儿剪短发。幼儿园中班，她转学去了一所

新的幼儿园。陌生的环境让她很紧张，每天总是

默默坐着。老师找她聊天：“想不想把头发留长

一点呀，老师可以帮你扎小辫子。”过了一阵，她

头发长长了一点，那天午睡醒来，老师来到身边，

她第一次拥有了两个小辫子。

“我这才意识到，一点点温暖，会让一个小孩

子开心好久。”秦文洁说，老师温柔的语气，她至

今记忆犹新。若干年后，当她再次和当年那位老

师袁征相遇时，仿佛又看到了从前那个摸着小

辫、兴奋不已的小女孩。

后来，她开始给洋娃娃编辫子。几个娃娃、一

把皮筋，是寒暑假最好的玩伴。长大一些，她跟着

电视学编发，也会在街边编发小店驻足。从麻花

辫到鱼骨辫、四股辫，秦文洁发现自己颇有天赋，

只要多看两遍，再复杂的发型也能琢磨出来。

和编发一起种进心里的，还有当幼儿园老师

的梦想。中职毕业后她一路过关斩将，先后考出

保育员证书、学前教育本科文凭和教师资格证。

实习时及工作后，前辈对孩子们的体贴照

顾，秦文洁都看在眼里。她学会了在家访时多问

几句，孩子有什么生活上的小事需要老师特别留

意；也学会了记住每个孩子来园时的衣服，冬天

教室里有空调，放学时有的孩子会忘记穿外套，

若不提醒，一冷一热容易着凉；还学会了“察言观

色”，比如有的小朋友午睡时在床上扭来扭去，可

能是想小便了。

秦老师编的辫子
睡觉也不舍得拆

当年被老师宠爱的小女孩，如今成了宠爱更

多小女孩的“大姐姐”。圆圆脸、笑眼弯弯的秦文

洁，跟孩子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全班18个女孩，

除了一对短发双胞胎姐妹，都留着长发。午睡起

来，秦老师会拿出私人珍藏——一大盒发饰。很

快，小七的头顶盘出一颗大爱心；萱萱相中宝盒

里的蝴蝶结，变身“艾莎公主”；小姚用掉足足23

根橡皮筋，无数根小辫子编成大大的五角星；恩

恩为自己的发髻挑了一对红色的发饰，“小哪

吒！”孩子们喊了起来。

“你看，虽然有的辫子橡筋要绕三圈才够牢，

但小朋友只绕两圈就行啦。”秦文洁说，因为小时

候让妈妈当模特，如果扎太紧妈妈会叫疼。

手里忙碌着，秦文洁的目光不时留意着身边

的孩子们。见小田低着头，散着一个辫子远远站

着，她明白那是小姑娘为了让秦老师给自己编

发，故意松开的头发。秦文洁俯身抱了抱她，不

一会，头顶一颗小爱心让小田重展笑颜。

“我没想到这些小事都会让家长记在心上。

他们告诉我孩子编了新发型回家有多开心，有的

晚上睡觉不肯拆，有的放学要去学舞，会提前跟

我说，请秦老师编个美美的发型。”秦文洁笑道。

和当年的自己一样，瑶瑶也是一个内向、不

大愿意说话的女孩。妈妈是医生，工作繁忙，每

天早上扎头发的任务交给了爸爸。瑶瑶经常扎

着一高一低的辫子来幼儿园。在秦老师榜样力

量的“感召”下，瑶瑶爸爸如今也学会了编辫子。

“现在瑶瑶再也不说不想上学之类的话了。”瑶瑶

妈妈给秦文洁发来消息。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午睡起来，幼儿园小朋
友变身“哪吒”“艾莎公主”

爱心的缘起
“我是江苏宿迁人，来上海十几年了。搬来

浦东惠南镇居住后，感觉这里充满了浓浓的烟火

气。”严巧云出生于1983年，一眼很难看出她已

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告诉记者，自己在上海曾

做过咖啡店店员和销售员，“我喜欢与人打交道

的工作”。所以，听说惠南镇招募为老人送餐的

志愿者时，她立刻报名参加。

自此，每周5个工作日的上午10时，她都会

准时到长者食堂取餐，随后送到老人家中。她与

建欣苑居民区5户老人结成帮扶对子，每天送完

5份助老午餐后，才打开外卖平台正式“上线”，

10时30分左右开始接单，一直工作到晚上8时

下班，回到家时已是万家灯火。

老人的惊喜
“阿婆，我来了，今天的午餐给您送来了，您

趁热赶紧吃。这几天脚好点了吗？”蒋阿婆不久

前因意外摔伤骨折，成了严巧云结对帮扶的对

象，也是她眼下最为关注的一个。“谢谢你，小严，

腿已经好多了，辛苦你天天来给我送餐。”临走

时，严巧云贴心地帮老人带走家中的垃圾。

虽然严巧云的任务仅是送餐，但她发现，独

居老人不仅需要生活上的帮助，更渴望精神上

的慰藉。送餐日久，她与老人逐渐熟络起来。

有的老人很喜欢和她唠家常，她便把午餐送进

家门，打开餐盒盖子，陪着老人聊上几句。“这

些老人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有的在我临走前

非要往我包里塞一个大苹果。”严巧云说，这些

小事让她觉得特别温暖，也愈发觉得做这件事

有意义。

一路走来，风雨无阻，只因想到老人天天在

家等着自己。台风“普拉桑”来袭，严巧云的电

动自行车半路抛锚。“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老

人用餐。”她把车停在路边，手提助老餐，蹚着

积水一家家坚持送完，“看到老人惊喜的笑容，

自己也很开心”。

得力的外援
记者获悉，“惠小新”新就业群体志愿服务队

是浦东惠南镇党委立足新就业群体特点组建的

一支青年志愿队伍。这支队伍借助新就业群体

送餐间隙的碎片化时间，参与党群阵地活动、投

身社区基层治理、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活动等公益

小行动。严巧云便是其中一员。

作为“新 朋友议事会”的代表，严巧云每

季度都会收集整理新就业群体关于提升区域治

理的意见和建议，以及骑手的“急、难、愁、盼”

问题，通过联席会议反馈给相关部门。“或许因

为是女性，我对周围事物观察较为细腻，送外

卖时要是发现什么问题，会马上提出。”一次送

餐时，严巧云发现小区道路不平整，骑车经过

坑坑洼洼的，存在安全隐患，“要是老人摔倒可

就麻烦了”。她立刻向居委会反映，居委核实

后上报民乐社区，社区了解沟通后定下“微实

事”项目启动改造。截至目前，严巧云累计报

送在送餐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20余条，成为

基层治理得力的外援。

“现在又有好几个外卖小哥加入我们志愿者

队伍，轮流为老人送餐。我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

的人参与，让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越来越美好。”

严巧云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上午出门，严巧云先去
长者食堂为老人取餐送餐

外卖小姐姐
超 单爱心餐

后大姐姐
一手辫子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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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美团平台的外卖小姐姐严巧云从家里出发，开始一天的“打拼”。
不过，与别的外卖员不同，她出门后第一件事并非打开手机“接单”，而是前往惠南
镇拱亮路长者食堂取爱心餐，为几位老人送去。
记者了解到，作为“惠小新”志愿服务队唯一的女骑手，近一年来，严巧云风雨

无阻，每周一至周五为社区老人送餐，累计服务600多人次。今年“三八”国际妇
女节前夕，她荣获浦东新区2023—2024年度志愿服务“闪耀之星”称号。

从右侧头顶前后各挑出一小缕头发，编成两个细细的麻花辫，弯过来，固定。
左侧再来一遍……短短3分钟，6岁女孩书婧的小脑袋上长出了两个可爱的“小猫
耳朵”。“我的崇明老家有8只猫，我也想当一只小猫，喵……”书婧小声告诉老师
这个秘密，兴奋地跑到镜子前摸着自己的“新耳朵”。
这是徐汇区梅陇幼儿园菠萝班每天都会出现的快乐场景，因为这个班有个巧

手老师秦文洁。每天午睡结束，菠萝班的“美发屋”就会开张。你想要“哪吒”的双
发髻，她喜欢“艾莎公主”同款，小秦老师统统能满足。

■ 秦文洁给小朋友扎小辫

■ 严巧云为老人送餐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