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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玲华在宣讲

人生因坚持而精彩

宋玲华：甘当“红色播种机”
■记者 章珈璐 许文星

2017年，作为全国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的宋玲
华光荣当选党的十九大代
表，是浙江省出席十九大
基层代表中最年长的一
位。离京返温的第一天
起，她就马不停蹄地投入
到十九大精神宣讲中，第
一时间把党的“好声音”
传递到基层群众。凡是有
人邀课，她都来者不拒，
还按照授课对象准备了学
生版、基层版、机关版、
企业版等不同版本的党史
课件，最忙碌时她一天要
赶4场宣讲。

“我会杭州话、上海
话、金华兰溪话、泰顺罗
阳话、温州话和普通话 6
种语言，可以根据场合转
换。只有用观众听得懂的
语言讲，他们才会喜欢
听。”宋玲华说道。宋玲
华宣讲时喜欢站着，认为
这样不仅能表示尊重，也
能更好地看清台下观众的
表情，并且随时走到大家
身边去互动。有一年，她
刚做了手术还在恢复期，
医生叮嘱她要静养，但她
还是选择拄着雨伞站着讲
完了好几场宣讲。

“现在‘瓯越红课’
我讲了 1100 多场了。我
的观众下到 7 岁，上到

100 来岁。”宋玲华说道：
“我了解到有几位来听课
的 老 党 员 已 经 100 来 岁
了，就觉得很感动。他们
不忘自己是党员，来参加
组织生活。我和他们比起
来算年轻了，所以更要多
出几份力。”有一次，宋
玲华在宣讲时，了解到有
位老党员视力不好，不能
来听课。她赶去他家当面
宣讲时，为他佩戴了自己
参加党的十九大预备会议
的党徽。“他摸着徽章问
我党旗是不是红色的，我
告诉他党旗永远是红色
的。”宋玲华有些哽咽。

虽然宋玲华获得了很
多荣誉，但在她的工作室
里却鲜少看到相应的奖
状。她说：“我捐掉了，
很多荣誉其实不是我个人
获得的，是共同努力得来
的 ， 我 们 还 是 要 向 前
看。”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愿做好永不停步的“红
色播种机”，让红色的火
种不断传递。
（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我们小时候说人生三件大
事‘入队、入团、入党’。”宋玲
华回忆道。1953年出生于上海的
她，小学二年级时因表现优异，
成了首批入队的少先队员。1968
年底，15岁的宋玲华响应“上山
下乡”，插队到家乡金华兰溪农
村，一年后被推荐为民办教师。
非师范出身的她，为了上好一堂
课花了不少工夫。

农村的条件不比上海，她
说：“那5年的艰苦生活，对我的
人生非常重要，因为已经吃过那
么多苦了。那时农户们手把手教
我喂猪、挑水、割麦子等，我顶
不了壮劳力，一天只能挣3个工

分，值1毛钱，这也让我深切地
了解农民的艰苦。”

在下乡插队期间，宋玲华加
入了团组织，也得以和自己的祖
父母有更多的接触。“我觉得我
有爱心是从家风熏陶开始的，我
外公遇到村里其他人来借果子、
麦子，他经常会送给人家。他当
医生的时候，遇到家里情况不好
的人来看病，也是不收钱的。”
在家人的言传身教下，宋玲华也
开始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身边有需
要的人。

后来，宋玲华作为“工农兵
学员”考入浙江林学院深造，毕
业后被分配到浙南山区泰顺县林

业局工作。那时从温州前往泰顺
山区，开山路都要开一整天。但
宋玲华不觉得艰苦，不仅认真对
待本职工作，还在1984年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小学二年级入
队，17岁入团，31岁入党，我觉
得人生三件大事都已经实现了，
我很满足。”宋玲华笑着说。

1985年，宋玲华从泰顺人大
调到瓯海，1990年调入瓯海区政
协，此后便一直在瓯海区政协工
作直到退休。“我做了39年的公
务员，其间也有些许成绩，但是
我觉得我人生真正变得不一样，
是从退休之后开始。”宋玲华表
示。

元旦刚过，宋玲华的日程
表上就已经密密麻麻地排满了行
程。这位今年 72 岁的老党员，
已坚持义务宣讲超过7年。去年
11 月，她的“瓯越红课”解锁
了第1000场。“我特别喜欢和群
众面对面交流，只要有机会，几
乎都是站着讲，脱稿讲。”宋玲
华说道。

进校园上红课时，宋玲华

生动的授课形式总会轻易地捕获
孩子的注意力，看着围着自己喊

“宋奶奶”的学生，她油然而生
一种自豪感。事实上，宋玲华不
止一个身份，她是热心公益的

“宋大姐”，是为失足少年提供各
方面帮教和关爱的“宋妈妈”，
是积极开展理论课程的“宋代
表”……盛名背后，是宋玲华想
要做好每件“事”的决心。

把握“大事”

“工作岗位可以退二线，党员
不能退二线；干部可以退休，党员
不能退休。”这是宋玲华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2004年，宋玲华退居
二线，空闲时会去老年大学上声
乐课。令人意外的是，这让宋玲华
走上了一条公益道路。

从发动一起上课的同学为困
难群众筹款，到在老年大学附近
发现废弃服装边角料，开始制作
环保袋，宋玲华似乎总也闲不下
来。“我问了一下，这些边角料他
们都不要了。我觉得丢了可惜，叫
来三轮车拉了整整四趟，才将这
些边角料运回家。”宋玲华回忆
道。

看到废弃边角料的刹那，她
想到了自己在瓯海区政协负责提
案委时，每年都会收到许多关于
环保的建议，其中几份关于治理

“白色污染”的提案更是让她印象
深刻。为什么不用这些布料制作
成环保袋，分发给需要的人，为减
少“白色污染”尽一份力呢？

从2004年开始，20多年的时
间，宋玲华已制作了 3 万多个环
保袋。“这个袋子是大学生军训服
改的，衣服口袋不是正好可以保
留用来装东西。”宋玲华兴致勃勃
地展示着。她的环保袋兼顾便携
和美观，被朋友们称为“宋氏商
标”袋。被评为“瓯海最美环保人”
的她，常受邀开展环保知识讲座，
在科普环保知识的同时，也不忘
把环保袋作为伴手礼送给观众。

2008 年，从瓯海区政协正式
退休的宋玲华，却越来越忙了。
2013 年，宋玲华被聘为温州市未
成年人社会观护中心的成员，担
负起失足少年的辅导帮教工作。

后又担任在押人员的“代理家
长”，自掏腰包为他们购买生活必
需品。“工作的时候就见过失足少
年，看到他们拘谨的神态我觉得
很心痛。他们很多人是因为没有
家人管教，过早地走向社会才会
犯错的，是可以引导改正的。”宋
玲华说。

即使每天有许多工作安排，
宋玲华仍会经常联系帮教的失足
少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帮助
那些犯错的孩子打开心结，点亮
心灯。孩子们也亲切地称呼她为

“宋妈妈”。2015年宋玲华在瓯海
区看守所挂牌成立了“宋大姐帮
教室”，此后工作室的帮教点不断
增加，目前已达12处。“现在帮教
点也包括女子监狱，她们叫我‘大
姐’，所以叫‘宋大姐帮教室’。我
也很会发现人才，遇到有适合参
与帮教的人，就会邀请他们一起
加入。”宋玲华笑着说。

用儿子淘汰的旧手机、在淘
宝上淘低价衣服、买30块钱的地
摊凉鞋……宋玲华在生活上对自
己很“抠”，但捐起款来却十分大
方，截至目前宋玲华的捐款已超
50万元。“我不舍得出去旅游，有
一次我看旅游套餐 1 万块钱，我
就说我不去，1万5千块都够两个
大学生读书了。”宋玲华做慈善不
仅体现在捐款上，她还时常购买
助农、扶贫的产品，也常组织公益
活动，发动微信群内的阿姨给西
藏、新疆的孤儿打毛衣、织围巾
等。

做好“小事”
接续“人生故事”

宋玲华在缝制环保袋

热心公益

开展帮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