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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虽然年过半百，但看上去年
轻漂亮，岁月似乎在她脸上未留下
多少痕迹。她爱跳广场舞，每流行
一种广场舞，她都能很快学会并义
务教给大家。除此之外，她还学习
腰鼓、盘鼓、健身球、秧歌……“我的
生活何止是丰富多彩，简直是多彩
过头了……”6月3日，在市区鹰城
广场，记者如约见到了张萍红，说起
当前的生活，张萍红笑着说。

为健康而跳

张萍红今年50岁，家住市区湛
北路市地税局家属院。当天下午，
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带领队员练
习健身球。在音乐的伴奏下，大家
手中的健身球随着手腕的运动或上
或下、或左或右地跳动……

说起与广场舞的结缘，张萍红
说那是2000年，“刚生完孩子不久，
体重达到了85公斤，加上长期坐办
公室，得了脂肪肝、血脂稠、肩周炎
等七八种病。”张萍红说，为了有个
好身体，也为了减肥，她跑步、打羽
毛球等。后来在新华路湛河桥北头看
到有一群跳舞的人。“我从小就喜欢跳
舞、唱歌。”张萍红说，于是她决定加入
其中，结果，这一跳就是十几年。

张萍红说，当时孩子小，加上工
作忙，她通常都是晚上“忙里偷闲”
去跳一会儿。“我记得很清楚，当时
学的是第九套广播体操及《快乐指
南》、《大地飞歌》广场舞。”由于悟性
好，张萍红学习广场舞速度快，而且
动作优美。这引起了该广场舞团创
始人李香俊大妈的注意。

张萍红说，当年跳舞时，她和李
香俊一见如故，后来跳着跳着她就
成了李香俊的干女儿。

“我们俩特别投缘。”张萍红说，
随着干妈年龄的增大，不少事情便
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跳一些高难

度的舞蹈。于是，李香俊便将舞蹈
队交给张萍红负责。

苦练出精彩

虽然是广场舞，但也要跳出风
采。张萍红说，现在的广场舞变化
快，花样层出不穷，为了保持新鲜
感，要不时推出新动作。“而且它的
动作要简单、大方、易学，要适合大
部分人。”头几年，为了编排新的舞
蹈动作，她三五天去一趟音像店，买
碟子回家研究。后来，电脑普及了，
她就上网查找相关视频，学习新动
作、新舞曲，然后再教给大家。

为了编排新动作，她做饭时也
想，炒菜时手拿铲子不自觉地就来
个翻腕的动作，或者一个转身，每每
此时，家人总是“偷笑不止”。

“她呀，跳迷了。”家人总是这样
说她。

“广场舞的形式很多，印度舞、
蒙古舞、藏族舞……都可以融入广
场舞，但它又与传统的印度舞、蒙古
舞不同，它只是神似而已。”张萍红
说，目前这个广场舞团队有 100多
人。每天早上和晚上活动两个小时
左右，并形成了固定的圈子。为了
让大家跳出精彩，她还抽调精英成
员组成了专业的舞蹈队和盘鼓队，
带领大家参加各类演出和比赛。

数年的磨炼，让这个团队在鹰
城小有名气。市区不少单位或社会
组织邀请她们表演。对于这些能展
示才艺、检验多年练习成果的机会，
张萍红她们格外珍惜，从服装到道
具，都是自筹自制，无一不精心准

备。
“你翻翻我的衣柜，光跳舞的服

装都有四五十套，长的、短的，运动
的、民族的……有打腰鼓的、打盘鼓
的、扭秧歌的……不同衣服要搭配
不同的鞋子。”

有付出总有收获。在我市举行
的各种民间活动中能见到她们的身
影，在省十二届运动会、首届老年人
体育健身项目创新交流活动中也能
见到她们的身影。2013年，她们参
加《爱上宜昌》全国广场舞大赛总决
赛，跳的《最炫民族风》串烧获得总
决赛第二名。

娱乐生活两不误

张萍红她们平时活动的地点
就在市区新华路湛河桥附近，她不

仅在此义务教大家跳舞，还经常
受邀去新城区、叶县、宝丰等地义
务教大家跳广场舞。虽然很忙，
但她从来也没有耽误照顾家人的
生活。

张萍红上有80多岁的公公，下
有 1岁多的小孙子。她每天早上5
点起床，将稀饭或豆浆准备好后，去
固定地点教大家跳舞，7点活动结
束，她回家炒菜，不耽误一家人吃
饭。

洗衣服、拖地等活，她都要等晚
上家人睡了才干，有时能忙到一两
点。“跳广场舞是我的爱好，但我也
不能为了爱好而丢掉了家庭。”张萍
红说，她刚开始跳舞时，家人并不太
支持，后见她仍能将家里收拾得井
井有条，不但不再反对了，还“大力
支持”。“老公有时间的话，总是开车
接送我跳舞。”张萍红说。

在她的影响下，她一岁多的小
孙子现在跳起舞来，也有模有样。

梦想将一直持续

“别看我们四五十岁了，有的
甚至五六十岁了，但我们都有一
颗永不服老的心。”张萍红说，她
们队伍的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有
的是行业能人精英，有的是家中
贤妻良母，只因一个共同的纽带
——舞蹈，将原本没有任何交集
的陌生人联系在了一起，并成为
密不可分的朋友，甚至亲人。她
们一起跳舞、唱歌，一起畅谈人
生，一起聚餐郊游，一起分担生活
中的快乐与哀愁。

“我们不只是在跳舞，也是在
享受生活。我不只是在教舞，也在
享受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这份
心情，弥足珍贵，无可取代。”张萍
红说，在今后的道路上，她会一如
既往地教大家跳广场舞，“我希望
自己能健康地生活，也希望能带领
大家一起锻炼、一起健康地生活。”

张萍红：打败时光的广场舞者

她是一名普通的邮政投递员，
儿童节前夕，她自掏腰包两万多元为
百余名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了爱心书
包。

她的工作很平凡，就是将包
裹、书报杂志和信件及时送到订户
和邮户家，然而她却在这个平凡的
岗位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去年获
得市五一劳动奖章，今年获得省五
一巾帼奖。

她，就是市邮政公司西市场投
递站的投递员徐凤晓。

为留守儿童花两万多元

5月 27日上午，记者跟随徐凤
晓将139个装有图书的爱心书包送
到了叶县廉村镇穆寨小学。

六一儿童节临近，为了让穆寨小
学的139名留守儿童过一个快乐的节
日，徐凤晓自费两万多元，给每个孩
子买了一个书包和一套幼儿画报。

“孩子们，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阿姨给你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礼
物，祝福你们学习进步、节日快乐。”
徐凤晓帮孩子们背上新书包，并送
上祝福的话。

一名普通的邮政投递员为何会
有如此善举？“我原来是一名家庭主
妇，当邮政投递员后，我感受到了来
自公司和社会的很多关爱，我想把
这份爱传递出去，去温暖更多的

人。”徐凤晓说。

与客户交朋友

徐凤晓今年43岁，家住市区凌
云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附近，曾是
一名家庭主妇。2002年，她成了市
邮政公司的一名投递员。

她负责投递的区域西至三环公
司，东至乐福小区，北边是北环路加
半山区，南至建设路附近。多年来，
风雨无阻，她坚持做到邮件当天投
递，从不延迟。

6月4日上午，记者在西市场投
递站再次见到了徐凤晓。她上午一
般不太忙，下午书报杂志和包裹到
了之后，就该忙了。

记者在她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
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一些人的名字，还有地址和电话。
徐凤晓说，这是她的工作记录本，上
面记录的是她服务区域客户的信
息。说着，她从办公桌里又翻出了
4个这样的记录本。

徐凤晓说：“干我们这一行，要

细心，还要用心。”这么多年来，她不
仅服务好了用户，还和很多人成了
朋友。

丽景小区有名 60 多岁的订
户，老人以前在市中心居住，报纸送
到的时间早，搬到丽景小区后总是
抱怨报纸送得晚。徐凤晓主动上门
给老人解释了原因，在路上见面主
动打招呼。老人爱种花，徐凤晓不
忙的时候就帮老人侍弄花草，时不
时帮老人交电话费、电费。慢慢地，
老人对徐凤晓热情起来，俩人成了
好朋友。现在，遇到刮风下雨，老人
会主动给徐凤晓打电话，让她等天
气好了再送报纸。

“只要用心服务，谁都可以成为
你的朋友。在我的投递区域，去哪
个单位我都是一路绿灯。”徐凤晓笑
着说，经常在外面跑，车胎被扎很常
见，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她都能从用
户那里得到帮助。

据统计，14年来徐凤晓的投递
里程约30万公里，投递各类报刊邮
件400多万份，救活“死信”1000多
封。她也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
者、优秀投递员、报刊收订状元等，
去年获得市五一巾帼标兵称号和市
五一劳动奖章，今年获得了省五一
巾帼奖。

同事眼中的热心人

现在，徐凤晓不仅负责投递，还
是西市场投递站的负责人。

跟徐凤晓一起工作了十多年的
沈跃全告诉记者，徐凤晓工作很努
力，也是大家的“领头雁”。工作中
她对大家要求很严格。谁在业务上
有困难，她都会主动去帮忙。生活
中，她跟大家又像亲人一样。在她
的带领下，全站4名投递员都获得了

“2014报刊收订状元”的荣誉称号。
在徐凤晓的服务区域，一提起

送报纸的小徐，大家都认识。家住
乐福小区的巩师傅是一名老订户，
他告诉记者：“小徐服务态度很好，
每次送报都准时，几乎没有出现过
差错。”

徐凤晓的老公是一名下岗工
人，现在没有稳定的工作，她的女儿
今年参加高考。

徐凤晓告诉记者，她经常投递到
很晚才回家，家里还有老人，很多家
务都是老公来做的，她很感谢老公。

对于女儿，徐凤晓说得最多的
就是“亏欠”。她说，自己工作太忙，
很多时候顾不上儿女，现在女儿该
高考了，她也没有时间好好陪陪孩
子。

徐凤晓的老公陈宏亮告诉记
者，徐凤晓工作太拼命，工作时浑身
是劲，一回到家就像散了架一样。他
刚开始也不理解，现在慢慢理解了。

“从家庭主妇走到现在，我很知
足，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
尽我的力量去传递爱心。”徐凤晓
说。

徐凤晓：绿衣天使 伴爱前行

6月5日下午，在市区鹰城广场，张萍红（左二）在带领大家进行健身球操的排练。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徐凤晓正分拣报刊。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本报记者 牛超

□本报记者 朱丙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