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聚焦05B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文玉 校对／陈曦 组版／洪岭

核心提示

为了帮地震灾区建起抗震小
学，为了帮灾民的农产品走向全
国，年过六旬的上海退休教师沈翠
英，卖出了留给后辈的房子，又将仅
剩的一套房子抵押了出去。4年来，
这位为了慈善艰难前行的“上海奶
奶”赔了300万元，但是关于她“借慈
善牟利”的声音却不曾中断。

9月13日，推销灾区农产品的
“上海奶奶”门店终于开张，沈翠英
忙里忙外。她告诉记者，看着越来
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团队，看着爱心
接力还在持续，她很欣慰，她还会
用余生继续这份事业，为了灾区。

先是卖房为地震灾区捐建小学，后又抵押住房贷款办公司推销灾区农产品——

“上海奶奶”赔300万仍坚持做慈善

□据《羊城晚报》

通过沈翠英这些年的努力，
越来越多人知道了都江堰猕猴
桃，但她仍下定决心开家门店，

“门店是一个对外窗口，可以让更
多人知道”。

日前，记者走进“上海奶奶”门
店，沈翠英和她的同事正在热情地
招呼着顾客。她的店面不大，三面
橱柜里整齐地放着商品，除了主打
产品——都江堰红心猕猴桃，还陈
列了四川的辣椒罐头等特产以及
上海市对口援助的新疆、云南两地
的核桃、红枣等特产。在记者采访

沈翠英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店里
进进出出的顾客很多。

门店的后面就是聚爱公司办
公的地方。整个公司只有几个员
工，工资很低。沈翠英说，他们几
乎都是志愿者：一个是周末来上
班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一个是外
形有缺陷而找不到工作的失业青
年，他跟着沈翠英干了4年，如今
已是公司的主力；另外几个都是
退休人员，他们一边照看门店的
生意，一边负责电话、网络上的订
单。现在除了上海，其他地方想

要通过“上海奶奶”献爱心的人都
可以买到都江堰的红心猕猴桃。

“上海奶奶”今年65岁了，因
为开不起高工资聘请专门的管理
人员，很多事都需要她亲力亲为，
超负荷的工作量使她略显苍老疲
惫。谈到“上海奶奶”团队的未
来，沈翠英告诉记者，她开始培养
接班人了，“如果能卸下1/3的担
子，我就很高兴了”。

虽然如此，但是沈翠英并不
愿闲下来，正如她自己所说，她要
用她的余生一直做慈善。

有了接班人 不愿弃慈善

而在上海，“上海奶奶”开办
公司做生意的消息传开后，误会
沈翠英借慈善的名声牟利的人很
多。事实上，沈翠英的这门“生
意”让都江堰的果农赚了钱，而她
的聚爱公司却连年亏损。

在“上海奶奶”门店开张前，聚
爱公司设在一幢居民楼里，都江堰
红心猕猴桃的知名度很低。沈翠英
投了近200万元在上海地铁七号线
和一些楼宇内做广告，收效甚微。

“200万元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
但放在上海，能有多少人知道？”沈
翠英无奈地说，猕猴桃从都江堰运
到上海却卖不出去，她不懂得如何
运输、如何储存，只能看着它们大批
地烂掉，一年就损失100多万元。

除了管理上的不足，沈翠英
很快发现，猕猴桃的源头也出了
问题，“我们在都江堰原本由当地
人收购猕猴桃，但他们渐渐开始

收购一些又小又僵的果子，价格
又高，真正农民种的猕猴桃却没
有收购”。沈翠英说，她不愿让大
家对“上海奶奶”的信誉产生怀
疑，也不愿都江堰的特产猕猴桃
让人误解。今年，沈翠英扛住多
方压力，亲自到都江堰果农的地
里查看，直接从猕猴桃含糖度达
标的农民手中购买，“我要对市民
负责，对得起‘上海奶奶’的牌子，
对得起都江堰的牌子”。

经验不足让沈翠英的聚爱公
司赔了300万元。与之相反，都
江堰果农依托聚爱公司得到了实
惠，收入大幅提高，最高一户果农
年收入达12万元。同时，沈翠英
在2010年、2011 年又分别捐款
10万元和12万元。连审计人员都
对她说，亏本是不能捐钱的。沈翠
英的回答很坚定：“我承诺过，卖一
个猕猴桃捐5分钱，所有来我这里

买猕猴桃的人都是带着爱心来
的，所以这些钱必须捐。”

面对质疑，沈翠英坦然地说：
“做好事不能没钱，没有房子再卖
了，就只能做商业模式。如果赚了
钱就可以拿去做好事，让事实来证
明我们是怎么做的。”她曾在微博上
发表申明：作为“聚爱”的创办人，

“上海奶奶”承诺，“聚爱”股东不拿
一分钱分红，部分利润用于“聚爱”
拓展生产，剩余利润全部捐献。如
若亏损，也全部由股东承担，“聚爱”
每年会向社会各界公布财务报表。

沈翠英告诉记者，这些年的亏
损有她的儿子和儿媳在支撑，“他
们的事业做得不错，才使我能自由
支配自己的财产来做慈善”。沈翠
英的儿子对母亲的做法十分支持
敬佩，他曾这样告诉自己的母亲：

“在慈善事业上，您已经先行一步
了，我们也会跟上来的。”

亏了300万元 每年仍捐款

沈翠英原本在上海有两套房
子，一套自住，一套准备留给晚辈，
这几乎花了她半生的积蓄。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
许多校舍倒塌，孩子们失去了校
园。沈翠英考虑再三，决定将那套
准备留给晚辈的住房拿出来赈灾拍
卖。在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后，她把
卖房所得的450万元捐到都江堰灾
区，建起了一所八度抗震标准的“尚
慈翠英小学”。“上海奶奶”这个称呼
由此从灾区的孩子叫开，渐渐为全
国人民所熟知。

捐款建小学后，沈翠英几乎每
年都会去都江堰实地考察。2009
年，沈翠英带着“上海奶奶”团队来
到都江堰，团队内不少退休的媒体
工作者向她提议：“把慈善当作事业

来做。”沈翠英也认为，慈善事业要
继续开展下去，就必须变“输血”为

“造血”，从根本上帮助灾区人民恢
复经济。于是，她又把自己正在居
住的那套住房，向银行抵押贷款400
万元，帮助都江堰市8家企业恢复生
产，并成立了“沈翠英专项基金”，创
办了上海聚爱实业有限公司。

从未有经商经验的沈翠英创办
公司的原因，是她看中了都江堰的
绿色特产——红心猕猴桃，她想帮
助都江堰的农民把猕猴桃卖到上海
乃至全国各地。灾后，都江堰分管
农业的廖副市长曾去广东等地推
销，但因为外地对该产品的认知度
很低，所以一直没有成功。如今，沈
翠英的愿望基本实现了，她成了都
江堰果农们心中的“英雄”。

卖房建小学 押房为“造血”

“上海奶奶”沈翠英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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