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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杭州西湖区古荡街道有一支“老爷们”

舞蹈队，真当可以C位出道了。

舞蹈队的指导老师李秀英，是这帮“老爷们”中

间唯一的“女人花”。她不是专业学舞蹈出身，半路

出家，接连遇到了两位“伯乐”老师带她入了门。之

后她辞去工作，专心在横店影视城做了多年的舞蹈

指导。2008年，李秀英在古荡街道的支持下成立了

舞蹈工作室。

一直带女队舞蹈的她，发现很少有男同胞的舞

蹈队，于是起念要组建一支老爷们舞蹈队。“老爷们”

舞队刚开始被人笑话，没有人愿意去，华星社区开始

先号召党员带头，人数还是不够，又从合唱队里找了

几个才凑成。2013年，李秀英终于在社区组建成了

这支平均年龄七十岁的“老爷们”舞蹈队。

“老爷们”第一是没有基础，动作总是做不好；第

二是一周一次的排练，动作总是记了又忘。李秀英

不厌其烦地教，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老爷们”

真跳出花来了。2016年，他们获得了杭州市企退人

员文艺汇演一等奖，2017 年又获得了杭州市首届

“美奥杯”广场舞大赛亚军。“老爷们”舞蹈队队长陈

伟强说，“要么不参赛，只要参赛都是前两名。”

李秀英所有的舞蹈都是原创，她喜欢钓鱼，钓鱼

就成为她舞蹈动作的一部分，看见养鸟的，鸟儿就成

为她舞蹈的老师⋯⋯从构思内容、选取音乐、构思角

色到确定服装，她编舞的笔记本已经摞了一大叠。

谁说只有女人爱跳舞
古荡街道就有一支——

“老爷们”舞蹈队

身披洁白婚纱，手捧娇艳鲜花，1 月7日上午，在建德市社会福利院“娘家人”的护送下，这里有

位“女儿”，由三位院长妈妈、两位院长爸爸送出嫁啦！

买喜被、买婚鞋、买婚包⋯⋯近一个月时间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忙着置办各种嫁妆，生怕缺了

这个，漏了那个，直接列了一个婚礼清单照着买，他们甚至还请来了婚庆公司布置婚礼现场，该有的

仪式感一样不能少。花拱门、红地毯、红喜字、红灯笼⋯⋯一走进福利院的大门就可以感受到浓厚

的喜庆氛围。连住在福利院的老奶奶都忍不住打听：“谁家女儿要出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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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趣》《芒种》《灯》⋯⋯李秀英的灵感就来自于

这片土地，来源于生活，所以她的舞蹈总是在讲故

事，却总有新故事可讲。

特别是“老爷们”反串扮演老太太的表演《美丽的

大脚》，就讲述了拥有一双大脚也能自信地跳舞、追求

美好生活的故事。李秀英提起来很自豪，“老爷们”越

跳越好，越跳越自信，现在足以媲美专业舞蹈队，“30

名大众评委，29个投我们，浙江省舞蹈协会的主席都

评价这支舞已经是‘无话可说’，非常完美了。”

因为常年做舞蹈动作，七十岁的李秀英腰椎间

盘突出严重，但是她还要坚持做动作，“我自己跳不

了了，但是有些动作要做给他们看，这样才能领会舞

蹈动作的神韵。”

如今华星社区这支“老爷们”舞队已经成立了十

年。最近，“老爷们”舞蹈队还参加了社区舞蹈大比

拼，评委老师对李老师的编舞和队员恢谐风趣、刚柔

并济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

舞蹈是律动，更是心的碰撞，“老爷们”舞蹈队打

破了束缚，让生命在热爱中缤纷。

这一次起舞，不再听见质疑和嘲笑，只有掌声和

鲜花。 本报记者 方力 通讯员 沈秋妍

新娘名叫江霞，今年 26 岁。1998 年 6 月，

两个月大的她被送到福利院，从此，福利院便成

了她的家。时任院长王丽君回忆：“当时她来的

时候还是一丁点大，下巴处长了个很明显的肿

瘤，我们立即送医院救治了。”

江霞患有口腔血管瘤，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曾多次带她赴杭州的医院检查。因为是弥漫性

血管瘤，且靠近主要的动、静脉，手术的风险极

大。2016年江霞也曾接受过介入性手术治疗，

但过程太痛苦、效果也不明显，不得不放弃了。

为了让孤儿们能感受到正常家庭的温暖，

福利院会将孩子们安排到寄养家庭生活。保育

员周玉珍退休前曾一直照顾江霞，两人的感情

也很好。退休后，周玉珍便将 2 岁大的江霞带

回家照顾，成为了江霞的寄养奶奶。福利院的

工作人员会定期上门看望江霞，了解她的生活

近况，在吃穿用度上给予关怀。

江霞也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去学校上

学。但因血管瘤导致外貌上的不同，让她格外

敏感和内向。“刚见到她的时候，她戴个帽子，把

长头发放下来遮住脸，低着头也不爱说话。”当

时的保育员刘慧芳说。2017年，刚成为福利院

保育员的刘慧芳见到了重返福利院的江霞，这

是她对江霞的第一印象。那时候江霞已经年满

18 周岁，和周奶奶解除了寄养关系，重新回到

了福利院生活。

刘慧芳说江霞喜欢穿连帽衫，因为有帽子

可以遮住下巴，也遮住别人异样的眼光。她很

理解江霞，也很心疼这个姑娘。“我们想让她自

信一点，会主动找她说话，也会带她回家玩。她

也很听话，还会帮忙照顾其他小朋友。”

在保育员和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开导下，江

霞也逐渐开朗起来，平时还会帮忙照顾福利院

里其他常年卧床的小朋友，大家都很喜欢她。

从职校毕业后，江霞也面临着找工作的难

题。在民政局和福利院的帮助下，江霞在白沙

化工有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2022年，她在

周奶奶的牵线下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岁月带伤，亦有光芒

民政局、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带着小孩“拦

门”，曾经的保育员化身“利市嬷嬷”，历任院长

们是端坐高堂的家长，一同长大的小伙伴担任

“小舅子”⋯⋯在这个重要日子里，江霞的“娘家

人”一个不少。

“我们按照建德的婚礼习俗，全体总动员筹

备江霞的婚礼，该有的流程、该有的东西都不能

少，不求完美，但求给她一个完整的婚礼，也想

让她的婆家知道，她也有娘家的。”说到这里，建

德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工作人员黎爱明红了眼

眶。一直以来，她都当江霞为家人，结婚前还和

同事去男方家里看过、了解过，希望江霞以后能

过得好。

福利院还为江霞准备了酒席，院长汪小飞

说：“原本我们想和喜乐大酒店谈个‘友情’价，

结果酒店负责人也很支持这件事，直接就免费

赞助了中午的婚宴。”

这是福利院第二次“嫁女儿”，上一回只在福

利院进行了部分接亲环节，这次是第一次正式地

办婚礼。江霞的婚房是她曾经在儿童部住的宿

舍，今天已然被喜庆的大红色包裹。新娘穿着洁

白的婚纱，紧张地看着娘家人忙碌的身影。

“院长妈妈请喝茶！”

“院长爸爸请喝茶！”

⋯⋯

五位历任福利院院长在大红喜字前坐成一

排，依次接受新人的敬茶。院长爸爸殷切叮咛，

院长妈妈温柔祝福。“我们都是江霞的爸爸妈

妈，你以后不能欺负她⋯⋯”

婚礼现场，五位院长接力将新娘护送至新

郎身边，过去，一任接一任的院长见证江霞的成

长，今后的路，要由小两口自己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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