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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长者幸福“食光”
一蔬一饭谱写大爱

“中山好人”李球投身公益二十余载，用善心善行温暖身边的人
说起民众街道的黄牛仔酒楼，民众人都不陌生，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

人更是熟知。这是民众街道最大的酒楼，也是民众街道长者饭堂的所在地。

提起该酒楼老板李球，街坊邻里、常来常往的食客、酒楼里的员工都会竖起

大拇指，夸赞他是“大好人”。

来到民众街道的24年间，李球除了勤恳工作，还始终坚持以感恩的心

回馈社会。带领团队先后12次到民众敬老院慰问困难孤寡老人、连续5年

坚持向红十字会捐赠善款、协助政府和社区开办长者饭堂……一桩桩好人

好事彰显出李球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他也因此获评2022年第

四季度“中山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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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惠及60余人
守护长者幸福“食光”

“今天又来啦！您最近身体如何？”“好
久不见，最近忙啥去啦？”“昨天的菜还合
口味吗？”……采访当天，本在酒楼里忙着
各项工作的李球，如同往常一般抽空来到
长者饭堂所在包厢，热情地和每个前来就
餐的长者寒暄，包厢里不时传出长者爽朗
的笑声。

在大家的谈笑间，白斩鸡、客家酿
豆腐、豉汁蒸排骨、白灼菜心等可口诱
人的饭菜陆续准备好。长者们各自拿上
一份装满菜肴的餐盘，围桌而坐、边吃
边聊，畅谈家长里短、近期新鲜事。用餐
结束后，还有部分长者打包一份带回
家。“用餐盘就餐，一来保证每个老人都
能营养膳食均衡，二来也是践行文明用
餐理念，保障大家入口健康。”李球说。
除了可口的饭菜，李球还贴心地给长者
们准备了水果、茶汤等，并且将长者饭
堂安排在酒楼最靠里的豪华包厢里，让
长者们有个安静的用餐环境和舒心的
就餐体验。

“我们的长者饭堂针对70岁及以上的
长者开放。只需要5块钱，老人们就能吃到
一顿丰盛可口的午餐，并且，我们的菜单
会每天更换。”李球透露，2019年，民众街
道党工委、办事处积极落实养老服务有关

工作，计划在镇内打造长者饭堂。多年深
耕老人公益领域的他便积极开展对接工
作，与民众街道合作打造了这间长者饭
堂，让“老有所乐、老有所得”。目前，该长
者饭堂一年大概有60余名老人前来用餐。

■多年诚信经营
食客员工一致点赞

16岁就出来闯荡社会的李球，一直在
餐厅里做杂工。从炒菜到端盘子、服务客
人，餐厅里的每一个岗位，李球都做过一
遍。凭借着脚踏实地的努力，李球终于在
2004年开设了属于自己的酒楼。

走进李球的酒楼便能感受到热闹欢
愉的氛围，一道道分量十足的美味佳肴相
继落在食客面前，大家纷纷举筷大快朵
颐，喜逐颜开。不少食客点赞黄牛仔酒楼
的味道好、分量足，着实是物美价廉的“平
民餐厅”。

能够广受当地群众喜爱，与李球的善
心善念密不可分。多年来，李球坚持用新
鲜的食材、亲民的价格、细心的服务，招揽
了一大批“回头客”。疫情期间，李球又采
取成本价的做法，开设外卖销售途径，不
仅让黄牛仔酒楼美名远播，还保证了长者
饭堂的可持续性。

“我们老板真的是个大好人”。黄牛仔
酒楼楼面经理谭春连告诉记者，除了逢年

过节的各种员工福利，面对员工家中有事，
或者员工遇到困难等情况，李球不仅主动
给员工放假，还不扣工资，甚至主动施以援
手，尽可能帮大家渡过困难。种种善举，愈
加坚定了他们跟着李球干的决心。

■乐践公益二十余载
老人自发排队送果篮

在餐厅打杂的时候，善心的李球总是
力所能及地帮扶困难群体，而他正式走上
公益之路，还要从2017年说起。那年，李球
到广州参加学习活动时，探访了广州老人
院，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
老人身体不好，只能躺在床上；有的老人独
坐在院子里，很是孤独……看见眼前的景
象，李球很是唏嘘，“我们都有父母，我有一
天也会老去，所以我就希望尽点绵薄之
力。”李球说，回来以后，他就开始组织店里
的员工一起去民众敬老院慰问困难孤寡老
人，陪老人们说说话，大家聚在一起唱唱

歌，给老人带去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从那
至今，每年李球至少都会去两次。

与此同时，李球还会到民众社区等村
居走访慰问困难儿童家庭，受助老人儿童
达 300余人次，累计捐赠物资价值近 30万
元。加入民众商会后，李球连续5年坚持向
红十字会捐赠善款近12万元。从2017年至
今，李球还心系桑梓，坚持每年为广西柳州
老家60岁以上老人举办老人节，捐资送物
累计价值30万余元，受惠老人400余人次。

除了自己热心公益，李球还广泛带动
身边的企业家、企业高管参与其中。

正因为如此，2019年李球意外受伤住
院时，不少受过他恩惠的老人自发前往医
院排队探望他，收的果篮在病房都摆放不
下。“非常感动！我从来没想过让大家回报
我什么，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真的很温
暖。”李球说，一直以来，他都只是尽己所
能帮助他人，希望将来能够继续发挥自己
的力量帮助更多困难人群。

民众街道黄牛仔酒楼总经理李球。

贺亿强是中山市文化馆的一名摄影
干部，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文旅志愿
者。投身志愿服务十余年，贺亿强坚持把
志愿服务当作一个事业来做，利用摄影专
业知识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影响并带
动身边的人一起参与到志愿活动当中去。
他通过摄影培训，让听障学生感受世界的
多彩与热闹；他通过镜头，记录下中山扶
贫云南昭通的发展成果……“学雷锋做好
事，让我收获了无限的快乐和感动。作为
一名志愿者，我不仅是奉献者更是收获
者。”他说道。

前不久，2022年度广东省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公布，贺亿强获评为“广东
省最美志愿者”。

■聚焦特殊群体，用“光影”照
亮听障学生的世界

3月2日下午，贺亿强来到中山市特殊
教育学校，给听障学生开展摄影培训。学
生们见到他，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激动。
上课时，学生们一如既往地认真，生怕漏掉
摄影干货。贺亿强惊喜地发现，摄影课上多

了10来个新面孔，他们用手语坚定有力地
打出“我喜欢摄影”，学生们对摄影的热爱
再次打动了他。

这样的摄影培训始于2020年，那时贺
亿强偶然关注到听障学生这一特殊群体，
他们对摄影有着浓厚兴趣却苦于没有老
师指导授课。于是他便自告奋勇，免费开
展了“光影溢彩 图说心声”听障学生摄影
培训项目，坚持每周给中山特殊教育学校
的听障学生上课，开展摄影采风等活动。
一开始培训并不顺利，贺亿强不懂手语，
学生们听不到声音，手语老师也难以翻译
一些专业摄影名词，他们之间仿佛隔着一
堵墙。经过反思，贺亿强放慢讲课速度，及
时了解学生的反馈，不断调整教学计划，
最终用摄影打破了这堵墙。

2021年 12月 31日，“光影溢彩 图说
心声”听障学生摄影展成功在中山市文化
馆展出，而摄影展的策展人正是贺亿强。

“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孩子能有今天的成
就。”当天，听障学生李骐轩的母亲作为家长
代表发言，回想起自己孩子的摄影之路，这
位母亲忍不住潸然泪下。在贺亿强等摄影师

的培训下，热爱摄影的李骐轩在2020年广东
省校园摄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通过光影感
受多彩与热闹的世界。这次摄影展也获评
2022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项目
典型案例。

回想起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贺亿
强有些眼眶泛红，他希望，听障学生能通过
摄影架构起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同时，通过
艺术赋能提升其工作技能和价值，进而拓
宽就业渠道。

■紧扣时代主题，用一技之长
服务志愿活动

贺亿强的工作和爱好都是摄影，而他
参与志愿服务的方式大多与摄影相关。把
爱好和志愿活动相结合，并把自己的特长
发挥到极致，这也许是他能坚持做志愿服
务十余年的原因。“坚持摄影这么多年，我
一直希望能在自己的生涯中做点贴合时
代需要的东西。”贺亿强说。多年来，他一
直围绕时代主题，紧扣国家和党的方针政
策，用自己的摄影特长服务志愿活动。

2020-2022年间，贺亿强曾多次深入

云南昭通大关县、镇雄县、永善县等地，
前往贫困家庭进行慰问探访，跟随医疗
扶贫队伍入户残疾家庭义诊，用镜头记
录下云南昭通脱贫攻坚成果。他将摄影
采风的成果汇集成“成长的美好”——中
山扶贫昭通摄影系列。该项目被列入
2020年“春雨工程”全国志愿服务项目和
2020 年中山市文艺创作生产重点选题、
重点文艺项目。

而在中山市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之际，贺亿强准备用镜头记录下不同类别
的志愿者，筹备有关中山市志愿者的摄影
展，让中山这座博爱之城的文明之风吹得
更强劲。“虽然志愿者们穿的马甲颜色不
一样，有红马甲、黄马甲、青马甲等；他们
类别也不一样，有文艺志愿者，有物业志
愿者，有普通志愿者等，但他们都有一颗
火热的心、为群众奉献的心、不求物质回
报的心，他们值得被镜头记录下来。”贺亿
强希望能通过摄影展，弘扬志愿者们的大
爱，为中山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贡献一
份力量。

见习记者 甘颖 本报记者 文波

为听障学生打开热闹的世界“广东最美志愿者”贺亿强用
“光影”照亮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