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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有一个特殊的公益演出团体——凤凰涅槃艺术团，团员们都是癌症病友，所有演出都是公益活动。艺术团团长
郭丽英曾先后荣获中国好人、广东省道德模范等荣誉。作为一名癌症康复者，10 余年来，她带领着伙伴们用歌声唱响生
命，鼓励癌症病人自立自强，提醒健康人热爱生活，珍惜健康。

“今天特别开心，我完成了一直以来的心
愿！”5月11日，广东省广州公证处，一位年
近八旬的老人在遗嘱公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下笔果断而有力。老人决定身后将市值过
亿元的财产（包括多处房产）通过公证遗嘱方
式捐赠国家，用于慈善公益事业。天河区政
协、广州公证处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

这是广州公证行业有史以来，明确赠予国
家用于公益慈善、财产数额最大的一份遗嘱
公证。

老人名叫陈伟君，是广州市天河区政协香
港顾问委员，其丈夫陈树中是民国知名人士陈
济棠的儿子。“我捐赠的这些财产都是这十多
年来个人投资所得，财富的增值得益于国家的
改革发展，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成就。将来用作
慈善事业，也满足了我回馈社会、报效祖国的
心愿。”陈伟君动情地说：“如果树中知道我把
财产都给了国家，他一定很开心，很支持。”

“我们一直深爱着我们的祖国。”30多年
来，陈伟君亲眼见证着国家的发展和城市的巨
变。1989年，家住香港的陈伟君第一次随先
生陈树中回到祖籍地广州，“感觉很亲切，很
熟悉。”此后，夫妻二人经常往返穗港两地，
广州也成了夫妻二人的第二故乡。

“以前从广州东站出来，只有零星几栋
楼，周边全是菜地。”陈伟君感慨，之后每一
次回广州，都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巨变：高楼大
厦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便捷，老百姓的生活
水平越来越高……陈伟君说，也正是因为和广
州这座城市的缘分，她选择将遗产处理的事宜
在广州办理。

“我们一直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多
年来，陈伟君夫妇二人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
陈树中曾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陈伟君亦曾担
任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对外联谊委员会
顾问、政协广州市委员会联络委员会顾问。

2022年 8月，陈伟君接受天河区政协聘
请担任顾问委员，继续为政协事业发光发热。

“这些都是义务工作，但我十分乐意投入其
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担任天河区政协顾问
委员后，陈伟君积极献计献策，建议搭平台、建
机制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交流互动。去年新
冠疫情防控期间，她虽身在香港，仍第一时间订
购一大批食品送到天河相关街道，支援基层一线
党员干部抗击疫情。

“树中在世时，一直念念不忘为国家、为家
乡作贡献。”随着年事渐高，陈伟君产生了把自
己在国内投资的不动产以及其他一些财产在自己
身后捐献给国家，用于公益慈善的心愿。

去年，陈伟君得知天河区林和街黄埔军校燕
塘分校旧址是天河区唯一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我家公陈
济棠先生曾利用此处建立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并任
校长，感觉特别亲切。”陈伟君希望为保护好、
利用好燕塘分校旧址做点实事。为此，她在办理
遗嘱时，特别指定将部分款项用于燕塘分校旧址
的修缮、运营、展陈和宣传活动。

陈伟君一直很关注大湾区的发展，她在遗嘱
中也表示，希望部分款项用于大湾区青少年交流
活动，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彼此了解，学习成
长。“当然，不同领域都会有发展的需求，我希
望这些资金可以用在刀刃上，更全面地为社会救
急济困，作出更多贡献。”陈伟君说。

广州公证处公证员魏园园也是天河区政协顾
问委员，一直在跟进此次公证事宜。她告诉记
者：“陈伟君女士这次是专程从香港回广州办理
遗嘱公证。这段时间以来，我经常和她联系沟
通，她平时生活非常节俭，捐款却如此慷慨，我
们都被她的家国情怀和大善大爱深深感动。”

“我和先生并无儿女，也没有收养子女，即
便有儿女，我还是会作出同样的选择。”陈伟君
坚定地说，包括她在香港的财产，也将用类似的
方式捐赠给国家，“捐给国家，可以帮到很多
人，做到很多事情。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今时今
日能够完成这个心愿，觉得不枉此生，没有遗憾
了。”陈伟君语气坚定地说。

广州市天河区政协顾问委员陈伟君捐赠过亿元财产

一位老政协人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林仪

只因一个口头约定

5月下旬，雨水过后，深圳街头蝉声四
起，大朵的凤凰花像一只只蝴蝶，栖息在翠绿
的枝叶上。

午休过后，深圳市凤凰涅槃艺术团团长郭
丽英推开窗，初夏的风迎面吹来。她拿起小提
琴，一段优美的旋律舒缓地流淌而出，一切都
显得恬静而美好。

距离郭丽英确诊癌症晚期已经过去了20
余年，当时窗外的一棵小树早已枝繁叶茂。

2001年，郭丽英经历了她人生中的至暗
时刻，那年46岁的她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最
初确诊时，她特别绝望，常常把自己关在屋里
一整天不说话，我们都很担心。”丈夫刘秀夫
回忆说。

为了扫清病痛带来的阴霾，郭丽英在家人
的鼓励下重新拿起了小提琴。“给自己找点事
干，就没时间想那么多。那时候因为吃药、化
疗，手指不听使唤，摁弦都很困难。”即便如
此，郭丽英依旧坚持着，并开始报名参加深圳
市的各种公益演出，特别是慰问癌症病友的演
出。她也因此结识了很多有着相似命运的朋
友，其中就有著名慈善义工、全国道德模范丛
飞。

一次参加北京的演出后，丛飞提到了一个
由来已久的心愿：在深圳组建一个癌症病友艺
术团。“我们是老乡，又都喜欢音乐，就约定
好等他病好了，一起把这个艺术团建起来。”
郭丽英没想到，3个多月后，却接到了丛飞因
病去世的噩耗。

“丛飞一直深爱着公益慈善事业，一起组
建癌症病友艺术团虽然是我们口头的约定，但
我想把它变成现实。”听到这个想法，郭丽英
的家人都非常支持，当时已近60岁的她立刻
为了艺术团的成立四处奔走。

在深圳市相关部门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历经6年努力，取名为“凤凰涅槃”的艺术团
于2012年在深圳市正式注册成立。这是一个
全部由癌症病友组成的艺术团，他们在与疾病
的斗争中寻找着生机，也为很多观众增添了温
暖与力量。

在丈夫刘秀夫眼中，成为团长后的郭丽
英，从那个曾在手术台上无声流泪的娇弱妻
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强人”，她不仅让
自己走出了伤痛，还在为他人带去阳光和温暖
而努力。

艺术团成立10余年，郭丽英习惯了早出
晚归，很多次都因过于劳累在公交车上睡过了

站，“说不累是假的，但想到这件事能给更多
人带去温暖，觉得再累也值得。”郭丽英说。

“我得当好‘大家长’”

对于两个退休老人而言，郭丽英家里的居
住面积原本足够了。但因为艺术团没有专门放
演出器材和物料的地方，她的家早已成了仓
库。“去卫生间得找好角度，才能侧身进去。”
郭丽英笑着说。

艺术团成立之初，没有排练场，郭丽英就
把自家的客厅贡献出来；没有经费请老师、租
赁演出服，她就自掏腰包垫付。这些年，两个
女儿早已成了艺术团的志愿者，一有时间就来
帮忙；丈夫刘秀夫也成了艺术团“编外”人
员，竭尽全力默默支持。从筹划准备、资料撰
稿到接待和保健医生，刘秀夫永远是她的坚强
后盾。

艺术团成立之初，郭丽英凡事亲力亲为，
从给团员整理演出服装、做工作餐、买水果，
到专场演出的策划，郭丽英成了团里不可或缺
的“大家长”。有时演出时间早，她会在凌晨
四五点起床为团员们准备好早餐，“团里都是
病人。我退休了，恢复得也挺好，能多做点儿
就多做点儿。”

慢慢地，艺术团和她的家水乳交融，不分
彼此。“我得当好‘大家长’，就算有一天我走
了，这里也永远是团员们的家。”郭丽英动情
地说。

艺术团成立以来，经费一直是难题，但
郭丽英这个“大家长”似乎总有办法。有一
年，听说有家艺术团解体，她带领几名团
员，挑拣回来几百件演出服，一直忙到凌
晨。第二天又动员家里人一起送洗消毒，拿
回自家楼顶晾晒，再联系爱心单位保管，全
家人一连忙活了好几天。

这些年，即使经费再紧张，艺术团的演出
始终坚持完全公益，不收取门票，不请任何演
艺公司运作，郭丽英与团员不拿任何特殊补
贴。

艺术团运行过程中，最让郭丽英担心的，
其实是团员们的身体状况。郭丽英一直记得艺
术团一位交谊舞老师的离开，“抗癌8年，还
是走了，弥留之际，他嘱咐妻子以后要多帮助
艺术团。”郭丽英哽咽地说：“他的妻子真的做
到了，这些年来，只要我们有活动她都来帮
忙。”作为团里的“大家长”，郭丽英一直保持
手机24小时开机，只要有人病情反复，她总
会第一时间帮忙联系医院治疗。

“每个季度，我们会过一次集体生日，每
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重获新生的日子。”郭丽英
说。除了互相鼓励、互相陪伴，郭丽英还带着
团队走进医院、学校、福利院、看守所，用凤
凰涅槃的力量鼓舞更多人，传播更多爱。

如今，艺术团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理念
和奉献社会的善举吸引越来越多病友纷纷加
入，力量不断壮大，登记在册团员已达140余
人，有近90岁的耄耋老人，也有“90后”的

年轻人。
“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群体，虽然不敢与专

业的艺术团相比，但我们一直在用真诚和爱歌
唱生命。”郭丽英说：“哪怕有时候我们的观众
只有几个人，但只要我们站在舞台上，就能传
达一种勇气，就是一种力量。”

为爱继续前行

2022年，艺术团迎来10周岁生日，郭丽
英带着团员们，在深圳市保利剧院以一场名为

“生命之歌·十年绽放”的专场公益演出庆祝
这个特殊的日子。当晚，在线观看直播的观众
达92万人次，他们为艺术团成员们对生命的
热爱拍手叫好、感动落泪。

“这些年，艺术团硕果累累。”郭丽英骄傲
地说。10余年来，他们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
动360余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其中，大型
公益专场演出“生命之歌”已成功举办 23
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好评。

艺术团成立以来，每次面对困难，郭丽英
都充满信心和勇气。然而，3年前，丈夫被确
诊胃癌晚期的消息却让她一度崩溃，“这个消
息曾经对我打击很大，每天都很焦虑。”郭丽
英哽咽地说，“一直忙着艺术团的事，忽略了
他。他清楚自己的情况，但仍关心着团里的事
务，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把艺术团的资
料整理好。”幸运的是，丈夫在手术后情况一
直比较稳定。

郭丽英说，她能克服的困难有很多，但人
员的离去，却是艺术团无法回避的因素，“只
要有团友病情复发，大家就要调整很长时间的
心态，有些人还会因病最终离开团队。”

有时候，郭丽英也会陷入情绪的漩涡中无
法自拔，“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但
她心中有着坚不可摧的信念——做艺术团的顶
梁柱，想到这点，她又会恢复精神抖擞的状
态。

在郭丽英引导和带动下，艺术团上演着一
个个感人故事，每个人都努力让生命发光发
热，为鼓舞他人、服务社会出一份力：有的团
员与红十字会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有的团员
临终前仍叮嘱家属多捐助有需要的人；有的团
员经历3次手术仍坚持重返舞台……

“艺术团成立之初是为了抱团取暖，但这
么多年下来，我们不再只看到自己，而是希望
为了爱继续前行。”郭丽英说，“我从不把自己
当作快70岁的人，每天醒来我都活力四射，
因为这个好不容易聚拢起来的团队，还需要我
带着大家继续我们的故事。”

郭丽英郭丽英：：用爱唱响生命之歌用爱唱响生命之歌
本报记者 郭帅

记者：选择公益事业作为财产最终归宿，您如此的家国
情怀有何渊源？

陈伟君：民国时期，在家公陈济棠先生主政广东期间，
兴建了许多医院、图书馆、善堂等。家婆莫秀英同样热心公
益慈善，希望丈夫在任上多为老百姓做善事。

因此，家公后人不管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职业，都
能秉承爱国爱乡理念，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教育
事业作点贡献。可以说，乐善好施已成为陈济棠后人的
家风。

多年来，树中和我通过政协平台，以微薄之力通过捐赠
等形式为家乡教育事业做了点事，这次公证遗嘱，也明确部
分财产用于教育事业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记者：对于加强香港青少年与内地青少年的交往与交
流，您有怎样的愿景和期待？

陈伟君：前几天，我捐了一架钢琴给广州的一所学校，
当看着孩子们弹钢琴时，感觉特别开心，非常有意义。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香港的未来。这次公证遗
嘱，我明确部分财产用于搭建大湾区青少年交流互动平台，
促进港澳青少年与广州特别是天河区青少年的互动交流活动
等。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我希望有关部门紧紧抓住大湾区建
设这一有利契机，组织更多香港青少年到大湾区走走、到祖
国大好河山走走，建立完善香港与内地学校间的交流机制，
促进青少年之间的互联互通互信。让年轻人在交往交流中增
加对国情的了解、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感情、增强共创未来
的信心与决心。

记者：指定广州公证处和天河区政协作为遗嘱执行人，
出于什么考虑？

陈伟君：我捐赠的财产分布在广州、佛山等地。如何确
保财产接得下、管得住、用得好，是我重点关注的问题。

与广州公证处交流过程中，我感受到他们有服务群众的
热心肠、非常强的专业能力和扎实细致的优良作风。指定广
州公证处作为遗嘱执行人，我认为可以最大限度保证遗嘱意
愿的实现和落实。

选择天河区政协作为遗嘱执行人，除了考虑到黄埔军校
燕塘分校位于天河区，还出于我对政协的感情。到政协有一
种回家的感觉，让家里人帮我实现愿望，让他们来监督遗嘱
落实，我很放心。

记者：面对大家的赞誉和钦佩，您如何评价自己？
陈伟君：这些天来，我的心情特别舒畅。尽己所能为国

家、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是我和树中共同的心愿。以个
人财产来报答祖国、回报社会，我只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我
想，只要有爱国之心、有慈善之心，捐给国家、捐给社会的
无所谓多与少，都应该得到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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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
的云朵。”在日前辽宁省大连脊髓损伤者

“希望之家”生活重建训练营结训联欢会
上，随着音乐响起，20多位脊髓损伤者滑
动轮椅，用“快闪”形式表演了一场精彩的
轮椅舞蹈。看着表演者们个个阳光、自信，
台下的家人们热泪盈眶。

自2017年起，大连脊髓损伤者“希望
之家”生活重建训练营已经举办8期培训，
共有154名脊髓损伤者参加训练，很多病
友不仅做到了生活基本自理，甚至能外出
旅行、重返工作岗位。

来自瓦房店市的潘治凤今年42岁，她
和哥哥因一场车祸致高位截肢。车祸后很
长一段时间，兄妹俩一切都需要别人帮忙，

“心情跌落谷底，看不到未来。”
2022年6月，潘治凤接到“希望之家”

的电话，邀请她和哥哥参加生活重建训练
营。“觉得哪怕是一丝希望也要抓住。”潘治
凤说。

在母亲的陪同下，潘治凤和哥哥来到
了“希望之家”。在那里，同为脊髓损伤者
的训练员亲自示范，教学员如何翻身、起
身，如何调动残存的功能……当时，潘治凤
已经在床上躺了5年，对她来说，坐起来都
是一种奢望。凭借训练员教的方法和她自
己的努力训练，她终于可以勉强坐起来，虽
然要用很长时间，但潘治凤开心极了。

“希望之家”发起人吴喆，是十三届大
连市政协委员。他自幼患有先天性脊髓损
伤。帮助脊髓损伤者走出痛苦、重燃生活
的希望，是吴喆最大的心愿。

“希望之家”有一句醒目的口号：一群
人、一件事，一起拼、一定赢！“我们的团队
就是这样一群人。”吴喆说：“团队所有人像
亲人一般。这个‘家’事情很多，但大家从
无怨言。”

“这些年，‘希望之家’还吸引了一大批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提供志愿服务。”
吴喆说：“因为这些爱心人士的加入，很多
和我一样的脊髓损伤者获得了信心和力
量。希望未来有更多人加入我们，让病友
们重燃生活的希望。”

一起拼，一定赢……
——来自大连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的故事

姜利 本报记者 吕东浩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5月 18日上
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指导，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蚂蚁公益基金会主
办，2023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
暨蓝马甲数字助老公益行启动仪式在京举
行。

作为数字素养月的主要参与方，蓝马
甲数字助老公益行将在未来1个月内，持
续开展超过1500场次线下助老活动；作
为活动载体的蓝马甲大篷车也将沿着长江
流域开进6个省份，超过400个社区及村
镇。蓝马甲数字助老公益行是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工信部反诈中心指
导，由蚂蚁集团、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发
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公益行动。过去
3年，蓝马甲公益行动走过了100多个城
市，落地了4.5万场次活动，线下服务超
过100万人次的老人。

蓝马甲数字助老公益行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郭帅） 5 月 18 日，
“星能冠军助学项目—渭源行”公益活动
在甘肃省渭源县第三高级中学举办。

活动中，跳水奥运冠军、星能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高敏结合自身的经历为全体学
生作励志演讲，分享体育带给运动员们输
得起的态度和再来一次的勇气，并与学生
们进行了互动。自行车亚运会冠军姚变
娃、世界田径锦标赛竞走运动员罗亚东向
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冠军故事，鼓励同学
们敢于突破自我、挑战极限。随后，星能
冠军体教护航计划培训的4位渭源县第三
高级中学体育教师为同学们分别展示了肺
活量、坐位体前屈等体育教学课。活动现
场还进行了爱心捐赠。

星能冠军助学项目走进甘肃渭源

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日前举办“为
爱行走”慈善义工徒步行活动。据悉，本
次活动旨在探索“慈善+体育”新模式，
以徒步活动为载体，搭建传播善行活动平
台。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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