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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在学习中绽放芳华
记“2019 年上海市民身边的终身学习典范”获得者潘秀珍

□记者 张翠玲 摄影报道

家住芷江西路 123 弄居民区的潘
秀珍，1955 年出生。 上世纪 90 年代，潘
秀珍与读书活动结缘，热爱演讲，在“我
说社会主义好 ”“三学状元的风采 ”“90
年代上海人新形象”等演讲活动崭露头
角 ，并取得了光彩夺目的成绩 ，获得了
上海艺术博览会原闸北演讲专场“我说
社会主义好”一等奖及原闸北区业余演
讲团优秀演讲员和原闸北区“关心下一
代讲师团”先进个人等荣誉。

潘秀珍喜爱的演讲， 已成为她终身
学习的生命体验。 市北中学的操场上、上
海市委党校、原闸北区委党校、原闸北区
政府会议厅、驻沪海军部队礼堂，上海市
政协礼堂都曾经留下她主持、 演讲和宣
讲的一幕幕场景。

2000 年，因为企业转制，潘秀珍的党
员关系转到社区。 居委干部发现了她的
才华，多次邀请她参加居委工作。 作为一
名党员，潘秀珍从企业退下没有停歇，即
刻“上岗”，曾经担任芷江西路 123 弄居
民区党总支副书记、妇代主任，发挥自己
的光和热。

如今，潘秀珍虽然从居委岗位退下来
了，然而在社区公益服务骨干志愿者和社
区终身教育的舞台上，她的身姿仍是那么
活跃、脚步仍是那么有力！ 社区活动主持
人、演讲者、气功舞蹈者、歌者……社区居
民喜爱她的同时，更称赞她舞台的亲和力
和表现力。

搭上时代脉搏
“讲师团”开启终身学习之路

1984年春，“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方兴未
艾。潘秀珍参加了厂工会组织的“女工读书小
组”。 在一次读书智力竞赛中，“女工读书小
组”力挫各队，荣获第一，这使她和参赛的姐
妹们兴奋不已，也是她参加读书活动的开始。
未曾想到，几年后，读书活动竟使她与演讲结
下难解之缘。

记得“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初兴之时，北
京大学李燕杰老师的演讲报告强烈地震撼和
感染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心灵， 被称之为打开
青年心灵之锁， 点燃青年之火的 “灵魂工程
师”。 后来，李燕杰老师的二百多场报告被编
成一本叫《塑造美的心灵》的集子，一度畅销
不衰。 这使潘秀珍初次认识到当代学者演讲
的巨大影响。

演讲要感染人， 首先要演讲者先被感
染；演讲要教育人，首先要演讲者先受教育。
1991 年冬， 区俱乐部向演讲团布置了专题
演讲劳模的任务，潘秀珍的任务是讲一位自
学成才的典范。 为了讲好这位非凡女性的感
人事迹。 11 月 10 日晚，她专程前往素材中
主人公的住所拜访。 她叫周丽菊，有着精湛
的石刻技艺， 为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事业，
硬是在二百八十块奇异的彩石上，用篆体刻
写了八十万字的《红楼梦》，在这些大如手
掌、 小如拇指的各式彩石上， 最小的字仅
0.25 平方毫米，相当于一粒米的六十五分之
一。 七百多个日夜的抵掌细刻、挑灯夜战，对
于一个女子来说，是具有何等的毅力。 当潘
秀珍目睹这位“超人”的稀世杰作时，她感

受到，周丽菊的作品是全心投入，用对艺术
的执着追求而铸成的。

可贵的是， 当有人提出以 15 万美金购
买这部珍品时，周丽菊婉言拒绝了。 周丽菊
说得好：“石刻《红楼梦》，是属于我们中华
民族的艺术，我只为祖国、为人民尽了一份
责任！ ”素材的主人公深深震撼了潘秀珍，
她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样一位活生生的精
神人物传播给人们。 更重要的是，周丽菊也
唤起潘秀珍对社会、对人生的重新认识与思
索……

那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在市北
中学，潘秀珍为全体师生作了首场演讲。 操场
上的气氛，如同升旗仪式一般庄严，在五星红
旗下， 她以激扬而真挚的情感向师生们报告
一个同龄人含辛茹苦，自学成才，为祖国争光
的感人事迹。 那一刻她感觉到：“我和我的主
人公已融为一体， 而千余名师生的感情和心
灵已被周丽菊的精神所感染。 ”

1996 年，潘秀珍有幸入选“上海市李斌
事迹报告团”，时任市委宣传部领导的一番话
让她记忆犹新：“在台上， 你们是先进人物的
代表，在话筒前，更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潘秀
珍没有辜负这一重托， 为了体验李斌同志那
呕心沥血为企业的日日夜夜， 她走路吃饭都
在思考和背诵。 1997年 3月 24日，李斌同志
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在市委党校拉开帷幕，
全国六报一台同一天刊发、报道了这位 20 世
纪 90年代智能型工人的模范事迹。 之后，每
一次到机关、企业的宣讲，她都看做是一次学

习上、心灵上的历练。 至此，潘秀珍的终身学
习之路盛开了朵朵美丽而坚实的花蕾。

以终身学习之笔
讴歌真善美

2000年， 潘秀珍跨入芷江西路 123 弄
居委工作， 她更是视弘扬社会正能量为已
任。 深入居民家庭时总是不忘挖掘社区新
人物、党建好花絮、楼组建设金点子、身边
闪光点等。 在上级领导关心培育下，“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长久的观察和体验，居
民区树立了社区居民王祚芳家庭为先进典
型代表。通过层层推荐、宣讲、提炼，王祚芳
家庭先后荣获 “上海市五好文明家庭”全
国最美家庭”称号。 她和同事们、居民们息
息相通，以党建工作、终身学习、终身教育
理念为载体，进一步引领党员树形象，立标
杆， 又先后挖掘出上海市五好文明家庭陈
安保、上海市优秀世博会志愿者钱宇等等。
这些优秀人物的挖掘和培育， 她虽然付出
太多的心血和时间， 但她始终认为非常值
得：能为社会托起一份正能量，他们身上所
折射出的光芒应该是无限放大的！ 岁月更
替， 然而， 这几位居民身边的先进典型人
物，依然是熠熠生辉，是社区建设的“领头
羊”。

“与人一杯水， 先备一缸水”———这是
潘秀珍对自己演讲好先进人物的要求。 为了
讲好王祚芳家庭的典型故事， 她几次三番，

不辞辛苦地深入主人公家庭，了解她们背后
的故事，感受主人公家庭的点滴心灵，触摸、
捕捉人物的状态，从琐碎的家务事件中提炼
情感。 从演讲比赛到家庭美德故事分享，虽
然已是无数次的登台，但是每一次上台她仍
然像第一次那般认真琢磨，她说：“表达好主
人公的内心和组织者的主题是一个讲者所
必须的。 ”附近的学校还慕名邀请她为入党
积极分子讲党课。 社区的趣闻逸事，让学生
们开阔眼界，从多个视角，增强对学习社会
的认识。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她和同事们又先后
创作契合时代的各类形式自编自演：快板、歌
舞、沪语成语故事、小品、三句半等等。 她认
为：创作的过程是一次再学习的过程，也是终
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理念延伸。 几年来，这些
寓教于乐的作品节目根据不同时期的学习和
活动主题要求，在社区各类舞台上亮相，大受
人们的欢迎。

终身学习风景靓
芳华绚丽正绽放

终身教育的路上总有美景欣赏。 由于
潘秀珍一直以来重视自身学习修炼， 原闸
北区妇联的“三八节”庆祝会、街道终身教
育节、 全民健身节等重大活动都曾让她担
当主持。 区妇联聘请她为妇代干部骨干联
谊会秘书长，参与“妇女之家”的创立与培
训，参与各街镇的示范点评审。 近几年，她
受街道妇联邀请，成为“幸福家庭研究会”
的成员，她和二位成员一起，为幸福家庭故
事分享会做点评， 认真撰写和提炼 “幸福
家庭”基因……

仅在 2017 年， 潘秀珍就深入居民身边
和家庭采访，为动迁地块中的 5 户家庭，撰写
了 5 篇幸福家庭的动人故事。 看似平凡的事
例，无一不是幸福家庭的闪光点，积极的宣传
作用，只为更多家庭化干戈为玉帛。

2018年， 潘秀珍在街道举行的读书分享
交流会上，她的分享心得“芳华”，引人入胜，
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岁月易逝随它意， 芳华绽
放心永存的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拳拳之心。
在最美家庭擂台赛嘉宾点评中，她现场为 22
户家庭做的小诗既暖人心扉又催人奋进：春
和景明芷江风，传承文明树新风。 最美家庭赛
家风，你追我赶吹劲风。

潘秀珍时常想起之前一些在社区工作中
难以忘怀的情景： 曾经有人喝完啤酒后把空
瓶顺手扔出窗外， 和在楼下花园种花的居民
擦肩而落，一地碎片。 这位居民虽被吓出一身
冷汗，但是想到那人五大三粗，非常后怕，就
找到潘秀珍来理论。 她灵机一动，拉上一位熟
悉的居民，扮演文明宣传员上门，和此人沟通
文明公约的施行，还请他给小区提提意见、出
出高招、提升层次。 最后，此人感动于她们的
诚意， 表示今后一定会做一个合格的小区居
民。

现在潘秀珍已经退休， 她仍然以付出
和耕耘为荣，仍然以终身学习为乐，没有放
弃各类学习的机会。 她还是芷江西路 123
弄老年乐园骨干志愿者、 还是芷江西路
123 弄居民区第二党支部书记， 支部里共
有 120 多名党员。 党员们喜欢说，“我们都
听你的”。 为人亲和的潘秀珍，听到大家的
赞许，报以一笑：学习永无止境。 这份淡然
和恬静，或许正是她低调做事、终身学习的
沉淀。

□记者 张翠玲

体面、知性、优雅……这是两年前的潘秀
珍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其实，当时浅聊不过
几分钟，甚至连微信都不曾添加。近期，记者得

知她荣获 “2019 年上海市民身边的终身学习
典范”，通过居委干部再次邀约，想做一期人物
专访。她说还是低调点好。1 个小时的采访中，
她始终面带微笑，将自己人生的芳华从记忆深
处翻找出来，面对才见过两面的记者像跟老朋

友似的娓娓道来，给听者以舒服的感受。
听完潘秀珍的故事， 有感于学习的魅力

强大，它像人头顶的一根无影绳，时刻牵引着
人们向上成长，对着生命中的每一日子起舞；
它亦像农民开荒梨地的铧犁， 深深耕种脚下

的土地，耕耘生命的价值；它更像点燃心灵的
火把，照亮前路，温暖他人。

这与其说是一场采访， 不如说是记者聆
听了一场关于“终身学习”的主题演讲，让人醍
醐灌顶，笃定不断学习精进，明天才会更好。

以学习的铧犁 耕耘生命的价值

记者手记

潘秀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