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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好人”饶玲进、郭玉香：

夫妻俩8年坚守“义剪摊”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广 州 市
黄埔区联和
街道龙华社
区有这样一
对老党员夫
妻，丈夫饶玲
进 81 岁 ，妻
子郭玉香 70
岁 ，自 2014
年起，每逢周
六下午，夫妻
俩在社区准
时“出摊”，开
办义剪摊为
街坊理发，多
年来已累计
免 费 理 发
4000 余 人
次，深得社区
居民的欢迎和
好评。近期，
他们双双获
得2022 年第
四季度“广东
好人”称号。

饶玲进退休前是一名高
级工程师，60岁的时候，本该
过上轻松退休生活的他，为
了多攒点钱，给女儿更好的
生活保障，返聘到企业继续
工作。原来，饶玲进的女儿
患有精神类疾病，平时可勉
强照顾自己，但一旦发病就
需要别人照顾她吃饭洗澡。

2009 年，饶玲进搬到龙
华社区，社区居委会了解到
他的家庭情况后，为他申请
了相应的政策扶持。感念社
区的帮助，饶玲进想着要为
社区做点什么。一次，他在
给家人剪发时，刚好被楼上

邻居碰上，邻居建议道：“饶
叔，您在楼下支个摊、收点
钱，可以给邻居们剪头发。”

当时，龙华社区周边的道
路修建得还不完善，老人们出
门剪发要跑很远，不太方便。
邻居的建议点醒了夫妻俩，“支
个义剪摊，每周六给有需求的
邻居剪头发，坚决不收费！”

岁月流逝，不知不觉间，
“免费理发摊”竟已坚持了8年
多，成为了街坊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社区有行动不便
的残疾人及独居老人需要理
发，在居委会的联系下，夫妻俩
手拎工具箱就上门服务。在龙

华社区，他们经常给中风患者
剪发，有时还会去旁边的金峰
园社区义剪，剪发对象大多是
成对的老年夫妻。

“我们这个年龄做不了
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能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只要能够
站 得 稳 ，就 会 一 直 坚 持 下
去。”饶玲进和郭玉香始终记
住自己是老党员，日常除义
剪外，他们还会帮助社区测
量血压、举办亲子活动等。
夫妻俩表示，往后依旧希望
能够为大家奉献自己微薄的
力量，通过服务社区和帮助
别人不断充实自己的人生。

又到星期六，时针指向
14时 30分，龙华社区居民口
口相传的“免费理发摊”准点
现身龙光峰景华庭 6B 栋的
一楼大堂处。饶玲进熟练地
对着向阳的位置支起摊，一
个蓝白相间的塑料工具盒，
两把转椅及几张红色叠凳，
就是义剪摊的全部家当。

本周第一位客人早已在
翘首等待，饶玲进摆好座椅，
客人往转椅上一坐，双脚交
叉，相当惬意。“老饶剪得很
好，我每回都来这，他的手艺

那是相当可以。”客人的话里
带着东北口音。理发期间，
两人一个南腔一个北调，熟
稔地拉起了家常。

另一张椅子上，郭玉香
正为女人和小孩修剪发型。
在闷热的天气里，她会在剪完
发后用爽身粉轻扫老人和小
孩的后脖颈，这种传统老式的
方法常常能唤起居民的旧日
回忆。面对90多岁的听障老
太太，郭玉香边轻缓地用剃刀
除去颈间碎发，边耐着性子大
声与其交谈，像哄小孩一样，

反复确认“顾客”的心意。
夫 妻 俩 都 是 党 员 ，自

2014 年 10 月 18 日 首 剪 开
始，他们便将剪发时间、人数
等情况，记在一本《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笔
记》手册上。饶玲进笑言：

“一开始还是逐次记录，后来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来的
人越来越多，忙起来都来不
及记录帮多少人理发，只能
简单估算了。”据估算，至今
他们已经在社区义剪了4000
余人次。

王爱华的禁毒宣传越
做越广，截至发稿前，个人
志 愿 服 务 时 长 达 7122 小
时。而在“志愿者”身份上，
她也做到了极致。

走进志愿者之家，记者
看到一幅温馨的画面，王爱
华与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
为一个小女孩加油鼓劲。
据了解，女孩名叫小欣，她的
父亲因吸毒进入了戒毒所，母
亲身体状况也不理想，家庭收
入急转直下，这让小欣感到了
深深的自卑与迷茫。王爱华
了解到她的情况后，决定带领
志愿者共同帮助小欣。他们
经常前来走访慰问，不断给小
欣帮助和鼓励。经过王爱华
一年多的关爱和支持，小欣逐
渐走出了阴霾，不仅学习有了
提升，成了班里的班长，脸上
也慢慢露出了笑容，她的学习
生活重新点燃了希望。

2012 年的一次偶然机
会，王爱华作为志愿者来到
贵州山区探望贫困家庭。
当看到眼前的小孩困在大
山里难以上学、父母也不在
身边的时候，她既伤心又惆
怅。那次之后，王爱华便开
始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

“那时候我的生活也不富

裕，但是看到这些小孩这么
可怜，如果我不帮助他们，
我就感觉良心过不去。”王
爱华说。从做志愿者的那
天开始，她对弱者的关爱之
心从来没有停止过。

“没有遇见肥妈之前，
我对未来一片迷茫。我的
父母要照顾那么多弟弟妹
妹，无法顾上每个人。在这
样的山区，大多数女孩都是
16岁嫁人，洗衣做饭生娃养
家一辈子。直到我遇见肥
妈，我的命运得以改变。她
十多年的陪伴，从初中到大
学，直至我参加研究生考
试。她不仅给我金钱的资
助，还给我做人做事的正确
引导，以及生活中无微不至
的关心。她改变了我的一
生，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
我，肥妈于我而言是贵人，
更是家人。”一名受王爱华
捐助的贵州学生如是说。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不是当多大的官，挣多少钱，
中多大的彩，而是可以帮助
人、影响人、服务人、成就
人！”这句话是王爱华的人生
格言。王爱华以自己充满正
能量的所作所为，让“志愿
者”这抹红温暖了更多人。

在采访王爱华的时候，记
者特别好奇，问她为什么称
自己为“肥妈”。原来，20 年
前，王爱华沉迷打麻将，无心
管教正值青春期的儿子，儿
子渐渐迷上了网游。为了引
导孩子走回正路，她决定远
离原来的圈子外出学习。学
习过程中她还主动申请担任
助教，负责几十个孩子的饮
食 起 居 ，当 起 了“ 妈 妈 ”角
色。由于当时的体重有 157
斤，她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肥妈”。从此，“肥妈”
开启了她的公益之路……

2019年“肥妈”毫不犹豫
地进驻到戒毒所，成为一名
驻所禁毒志愿者。驻所期
间，她主动组织了“圆梦高墙
亲情帮扶”亲情见面会。在见
面会上，王爱华邀请到戒毒人
员的亲人来到现场，积极引导
在戒人员主动和家人沟通，消
解他们心里的鸿沟，最后让他
们亲手递上自己为家人准备
的礼物。就这样，戒毒人员渐
渐向王爱华敞开了心扉。王
爱华也渐渐成了戒毒所里的

“知心妈妈”。
为帮助阳西县吸毒人员

彻底摆脱毒品的危害，降低
复吸率，以健康的心态回归

家庭和社会，王爱华和阳江
市阳西县星火志愿者协会的
志愿者们发起向往生命的阳
光——戒毒帮帮团志愿服务
项目，并担任项目负责人。
项目自 2019 年实施以来，共
开展服务超400次，参与志愿
者达 2500 人次，累计志愿服
务总时长12500小时，成功帮
助 202人戒除毒瘾，引导 110
名社戒社康人员成为禁毒志
愿 者 ，而 王 爱 华 本 人 也 在
2020 年获得了“广东省最美
禁毒人”称号。

志愿者小陕（化名）是一
名戒毒人员，他在 2019 年 12
月回归社会后，对自己极度
否认，不想去接触新事物。
了解到小陕的情况后，王爱
华决定把小陕发展成为志愿
者。一开始，小陕是拒绝的，
但在王爱华的耐心劝导和积
极肯定下，2020年 1月，小陕
终于成了一名禁毒志愿者。
截至目前，已参与600多小时
志愿活动的小陕，表现出来
的乐观自信让人刮目相看。

“他们在努力戒毒过程
中，表现出自律自觉、持之以
恒、坚韧不拔等可贵品质，我
就 将 心 比 心 ，多 给 他 们 鼓
励。”王爱华说。

在阳江市阳
西县，有一位被
称为“肥妈”的志
愿者，几乎无人
不晓。她叫王爱
华，是阳西县星
火志愿者协会副
会长、阳西县禁
毒 协 会 执 行 会
长 。 她 为 人 和
善，风趣幽默，是
一名长期奋战禁
毒 事 业 的 志 愿
者，同时还是因
毒致孤、因毒致
困人员的“贴心
妈妈”，是戒毒人
员的暖心“摆渡
人”。因她无私
奉献的事迹非常
感人，王爱华获
得了“广东省最
美志愿者”称号。

文
明
有
力
量

南
粤
谱
新
章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戴
灵
敏

“广东省最美志愿者”王爱华：

爱如星火，点亮迷途的灯

“知心妈妈”助力“全民禁毒长城” 最幸福的事就是帮助别人

支个义剪摊，坚决不收费

只要站得稳，就会坚持下去

夫妻俩
长期坚持为
社区居民提
供义剪服务
受访者供图

进校园宣
传禁毒知识的
王爱华与学生
互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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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高质量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的道路
上，乡村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内
容。随着乡村振兴不断向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迈进，广州如何部
署下阶段的乡村风貌修复工作？

大局落子，规划先行。今
年，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印
发实施了《广州市村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分类配置指引
（试行）》，分级构建配置体系，
进一步明确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或建筑面
积的最低配置标准。广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蓉介
绍：“下一步，将继续规范乡村设
施配置的独立用地、位置布局、
功能组合、建筑立面等要素，做
到精细化管控，助力乡村公共设
施风貌提升。”

在增城区中新镇、小楼镇、
朱村街、仙村镇、宁西街，这里挂
牌成立了驻乡工作室并派驻“乡
村规划师”驻点办公，以邓山村
作为试点，采用“全程在村、全天
在线、沟通在场、方案在地、指导
在旁”的“五在”工作模式，打造
以品牌推广、规划、建筑、市政、
景观设计为一体的“陪伴式”乡
建服务。

“这是我们推行的乡村规划
师和乡村规划联络员制度，乡村
规划师智库可为规划编制、项目
选址和村庄风貌管控等提供技
术咨询和业务指导，乡村规划联
络员可协助参与村民建房报建、
村庄风貌管控等工作。”张蓉透
露，接下来，还打算推动乡村规
划师制度实施，谋划乡村规划师
工作平台搭建和推广应用。

针对乡村风貌修复工作中
资金投入的问题，广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唐仪兴表
示：“近年来，广州市在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的同时，也在持续深挖
各乡村资源禀赋，按照‘政府主
导、企业运作、文化注入’的模
式，积极引进社会资本。”

唐仪兴说，“十四五”期间，
广州将持续推进岭南特色美丽
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7个涉农
区要分别完成2个以上精品示范
村的建设任务，把补齐农村设施
短板、改善人居环境作为主攻方
向，全面开展区级美丽乡村提质
升级，实现市级美丽乡村全覆盖。

以新乡村示范带建设为抓
手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现如今，
典型的引领作用正不断凸显。
广州市农业和农村局副局长李
彬介绍，今年，在巩固提升2022
年已建精品新乡村示范带的基
础上，广州将新建 7 条、启动建
设3条具有特色鲜明、辐射带动
能力强的精品新乡村示范带，让
广大村民感受到更多乡村振兴
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提升广州乡村风貌修复维育水平
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短板要补齐

乡村是广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综合功能的重要
承载地。近年来，广州成功创建了一批美丽乡村，并已基
本形成了“一村一特色”“一带一主题”的生动格局。然
而，随着和美乡村建设向更深、更广的维度推进，广州乡
村建设中呈现出来的短板也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广州的乡村建设未来如何发展？近期，广州市政协农
业农村委员会组织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群众代表与政府
职能部门就有关问题开展协商，共同为广州全面建设生态
宜居和美乡村建言献策，围绕“提升广州乡村风貌修复维
育水平”的话题展开协商。

走进广州市番禺区有着 800
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沙湾古镇，这里街巷错落纵横，宗
祠古屋点缀其间，檐缘梁枋巧饰
雕琢，在古镇街区内，保留有明清
时期“上住下铺”特色的商铺 26
间，发展了“当当云吞店”“牛奶
皇后店”等当地传统特色店，大巷
涌路特色手信一条街更是深得游
人喜爱。

将岭南乡村特质转化为和美
乡村特色，古村落格局保存完好
的沙湾古镇，无疑是广州市乡村
风貌修复中的“优等生”。沙湾街
道办事处主任吴锦莹告诉记者：

“在乡村风貌修复上，我们走的是
通过保护性开发、依托旅游业吸
引人和财、让村民安居乐业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

据介绍，除了投入真金白银，
沙湾还成立了古镇旅游公司负责
运营。筑好巢、有了管巢人，自然
就引来凤，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墨
客、手工匠人、民宿餐饮等经营者

扎根在古镇。“乡村风貌修复启动
要靠政府，但要可持续，必须市场
化。”吴锦莹说。

近年来，广州成功创建了一
批美丽乡村，记者在广州市从化
区走访看到，乡村风貌修复工作
为村民提供了更加卫生、健康、舒
适的生活环境。周姨是从化区格
塘村的村民，一辈子生活在农村，
见证了村里这些年的变化，她向
记者回忆道：“从前鸡鸭满村跑，
污水横流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
十几年前我很喜欢去广州城区，
但是现在始终还是觉得农村好，
地方宽敞，环境也很好。”

农村的变化不仅可以让老人
安心养老，也吸引了不少外出打工
的年轻人回流。格塘村党支部书
记潘国超介绍：“年轻人以前都喜
欢往城里跑，现在村里三分之一的
年轻人都回来了，要么在村里就
业，要么在村附近找到工作。”

不过，随着和美乡村建设向
更深、更广的维度推进，广州的乡

村建设现状还存在不少
短板。记者在从化区的
部分村庄走访发现，虽
然目前乡村的村容村貌
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但
乡村基础建设和公共服
务仍相对滞后，如有的
村庄道路没有实现人车
分离、部分路面坑坑洼
洼、道路两旁路灯较少、
网络信号不稳定，这方
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以
贴合村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

乡村风貌修复是乡村振兴的
一项重要内容，它需要政策支持、
规划引领、文化赋能，同时也需要
人、财、物的支撑。广州市政协委
员高洪昭在广州多条乡村调研后
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政府投
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广州的黄埔、南沙两个
区已实现市级美丽乡村全覆盖，
白云、花都、番禺、增城、从化五
个区包括市级美丽乡村和区级美
丽乡村。高洪昭透露：“从调研的
数据来看，市级美丽乡村现有公
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如道路、
停车场、公园、文体活动广场、公
厕等的数量，是区级美丽乡村的
2.33倍，其中，番禺、白云为2倍，
增城、花都、从化为2.5倍。”

“从乡村的整体风貌和人居

环境来看，区级美丽乡村和市级
美 丽 乡 村 相 比 还 有 较 大 的 差
距。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区级
的投入相对力度不够。”高洪昭
认为，如今的乡村风貌修复工作
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同时引入
社会的力量，多方合作激发释放
乡村活力。

让乡村风貌修复常态化，既
要政府投入，又要引入市场力
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一是要
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二是要
让企业与乡村在这一过程中实现
双赢，激活市场机制。”广州市政
协委员付伟提出，广州的国企、民
企资源丰富，要用好这些优势和
资源，通过“千企兴千村”等平
台，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示范带建设，实现带村兴村、助农
富农。

广州市政协委员张婉玲认
为，加强乡村风貌的日常维护还
需发动村民支持、调动村民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一方面，要做好
岭南文化普及，提高村民的文化
程度和文明水平，另一方面，要加
大宣传力度，让和美乡村建设的
理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乡村建设搞好了，环境变美
了，根本目的是提升广大农民群
众的生活品质，让他们有更多的幸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乡村是城
市的根，我们期望通过乡村风貌维
育，在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同时，
也能留得住乡愁、留得住记忆，能
赓续乡村文脉，能让乡村成为城里
人的向往之地。”高洪昭说。

村容村貌有改善，公共服务存短板

委员议：

既要政府投入，又要引入市场力量

政府推：

主攻补齐农村设施短板、改善人居环境

沙湾古镇保存完好的古村落格局

“提升广州乡村风貌修复维育水平”话题协商现场

政协委员在白云区钟落潭镇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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