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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刘小凤

刘 小 凤 ，女 ，汉 族 ，1967 年

10 月生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微

波传输中心高级工程师。

在儿子脑瘫残疾、丈夫患病

去世的双重打击下，刘小凤自信

坚强、乐观向上，用爱心孝敬公

婆，用信心育儿成才，把一个连

吃饭走路等生活技能都无法独

立完成的脑瘫儿童培养成“荣誉

研究生”，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孝

老爱亲的传统美德。

1992 年 9 月 ，刘 小 凤 的 儿

子 出 生 不 久 被 诊 断 患 有 脑 瘫 ，

面 部、双 手、双 脚 均 严 重 畸 形 ，

无 法 像 正 常 人 一 样 说 话 、写

字 、走 路 。 儿 子 到 了 入 学 年 龄

却 不 能 跨 进 学 校 大 门 ，刘 小 凤

和 家 人 就 买 回 各 科 教 科 书 ，在

家 辅 导 孩 子 完 成 从 小 学 到 高

中 的 全 部 课 程 。 2011 年 ，“ 高

中 毕 业 ”的 儿 子 开 始 憧 憬 大 学

校 园 。 刘 小 凤 多 方 联 系 ，积 极

沟 通 ，最 终 儿 子 以 社 会 青 年 的

身 份 参 加 了 当 年 的 高 考 。 无

法 握 笔 写 字 是 考 试 的 最 大 障

碍 ，他 只 能 做 选 择 题 。 尽 管 如

此 ，所 有 科 目 选 择 题 总 分 280
分，儿子考了 262 分，其中数学

科 目 选 择 题 部 分 得 了 满 分 。

毕竟 ，262 分的考分太低 ，儿子

没 有 被 任 何 一 所 大 学 录 取 ，大

学 梦 似 乎 就 要 破 灭 。 刘 小 凤

没 有 放 弃 ，孩 子 也 不 愿 放 弃 。

经 过 多 方 努 力 ，兰 州 大 学 接 纳

了 儿 子 。 儿 子 终 于 踏 进 了 梦

想 中 的 大 学 校 园 ，以 旁 听 生 的

身 份 成 为 兰 州 大 学 “2011 级

本 科 生 ”。 如 今 ，儿 子 已 在 兰

州 大 学 完 成 本 科 、硕 士 研 究 生

阶 段 学 习 ，正 在 攻 读 博 士 。 儿

子 的 经 历 成 为 许 多 年 轻 人 的

励 志 榜 样 ，兰 州 大 学 110 周 年

校 庆 典 礼 上 ，校 领 导 授 予 他

“荣誉研究生”称号。

2008 年刘小凤的丈夫突发

心脏病去世，她既要照顾残疾的

儿子，又要照顾年迈的公婆，生

活的担子更重了。她坚持每周

带儿子看望爷爷奶奶，为老人打

扫卫生、做饭、洗衣服，老人家里

大 大 小 小 的 事 情 她 都 尽 心 操

持。为方便老人生活，刘小凤把

自 己 的 电 梯 房 留 给 两 位 老 人 。

公公婆婆逢人就夸儿媳妇和闺

女一样亲。

刘小凤荣获甘肃省道德模

范称号。

512 刘秀祥

刘秀祥，男，汉族，1986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实验

高中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

刘秀祥从小照顾患精神疾

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长大后

去外地求学也一直将母亲带在

身边悉心照料，用孝心孝行践行

中华传统美德。

刘秀祥 4 岁时父亲去世，小

学三年级时，哥哥、姐姐相继离

家外出打工。他同患有精神疾

病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相依

为命，用幼小的双肩挑起了家庭

生活的重担。

读 初 中 时 ，他 带 着 患 病 的

母 亲 一 起 进 城 ，与 母 亲 在 学 校

旁边的山坡上搭建一个草棚居

住，靠捡废品、打零工等维持生

活。上高中期间，他带着母亲，

租 下 农 家 闲 置 的 猪 圈 当 家 ，继

续 打 零 工 、做 家 教 维 持 生 活 。

2008 年 高 考 ，考 入 山 东 临 沂 师

范 学 院 之 后 ，他 又 背 起 母 亲 远

赴 异 乡 求 学 ，坚 持 边 上 学 边 打

工 照 顾 母 亲 。 在 大 学 里 ，他 用

打工挣到的钱资助 3 名中学时

一起捡废品的弟弟妹妹继续上

学 ，其 中 两 人 考 上 了 大 学 。

2012 年 大 学 毕 业 后 ，他 放 弃 高

薪 工 作 ，带 着 母 亲 回 到 家 乡 教

书育人。

从 走 上 讲 台 那 天 起 ，刘 秀

祥 就 将 全 部 心 血 献 给 了 家 乡

的 孩 子 们 。 除 了 照 顾 母 亲 外 ，

他 大 部 分 的 收 入 和 时 间 都 花

在 了 学 生 身 上 。 他 曾 发 起“ 助

学 走 乡 村 ”行 动 ，争 取 到 资 助

金 1000 多万元，资助学生 2700
多人。

刘秀祥荣获全国最美教师、

贵州省道德模范等称号，被授予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513 刘明启

刘明启，男，汉族，1985 年 2
月生，黑龙江省北安市杨家乡新

荣村大架子屯村民。

刘明启像对待亲人一样，全

心照顾一对父子，用 20 年时光

诠释人间大爱。乡亲们称赞他

是有孝心、有情义的好青年。

同村村民崔久成患有先天

性智力缺陷，母亲去世早，父亲

年 老 多 病 ，生 活 十 分 艰 难 。 16
岁的刘明启隔三差五地就往崔

家 跑 ，为 他 们 送 吃 送 喝 ，帮 着

打 扫 卫 生 、干 农 活 。 刘 明 启 的

哥 哥 也 患 有 先 天 性 智 力 缺 陷 ，

低 保 政 策 出 台 后 ，村委会见刘

明 启 要 养 活 一 大 家 子 人 ，还 主

动 照 顾 崔 家 父 子 ，生 活 压 力 很

大 ，就 主 动 为 刘 明 启 的 大 哥 争

取 了 低 保 的 名 额 ，但 刘 明 启 却

说：“我还年轻，有的是力气，需

要 低 保 的 人 还 很 多 ，先 给 他 们

办吧。”

2005 年 ，刘 明 启 结 婚 后 的

第三天，就在全家人特别是新婚

妻子的支持下，把崔家父子接回

自己家照顾。父母、大哥、奶奶、

姥姥、崔家父子组成了一个大家

庭，一家人其乐融融。2008 年，

崔父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卧床不

起，生活不能自理。刘明启像亲

生儿子一样，每天给老人洗脸擦

身、喂饭喂药，半夜还要起来给

老人翻身，一照顾就是 3 年，直

至 老 人 去 世 。 2008 年 ，崔 久 成

行动有些不便，刘明启带他去北

安、哈尔滨的医院看病，来回的

路费、诊疗费、药费一次就花了

1 万多元。

女儿出生后，妻子需要在家

照顾一家老小，地里的农活都落

在刘明启一个人的身上。农忙

时 节 ，他 一 边 抢 时 间 种 自 己 的

地，一边还靠开大型机械代耕挣

钱。有一次秋收，他一干就是六

天六夜，困了就在车上打个盹，

饿了就随便吃口东西，累了想想

自己的一家老小，一下子就精神

了，他觉得为了他们，再苦再累

都是值得的。

刘明启荣获黑龙江省道德

模范称号，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

明家庭。

514 刘羲檬

刘羲檬，女，汉族，2001 年 3
月生，中共预备党员，哈尔滨师

范大学学生。

刘羲檬十几年如一日悉心

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打理家中

大 小 事 情 ，用 柔 弱 的 双 肩 为 母

亲、为整个家庭撑起一片天。

刘羲檬出生后不久，母亲生

病瘫痪在床，父亲离家出走，刘

羲檬被寄养在姨妈家。3 岁时，

她回到母亲身边，开始学着拿馒

头 、黄 瓜 喂 母 亲 。 她 4 岁 学 做

饭，锅台高，够不着，只能踩着小

凳，趴在锅台上，脸和胳膊不时

被 沸 腾 的 米 汤 、飞 溅 的 油 滴 烫

伤。6 岁开始，她每天帮母亲穿

衣、洗漱。每次帮母亲如厕，对

年幼的刘羲檬而言，都是历尽艰

难。有时力气用尽，母亲身体失

去 平 衡 摔 倒 ，为 了 不 让 母 亲 受

伤，刘羲檬用瘦弱的身体挡护倒

下的母亲和沉重的椅子，经常被

砸倒在地。在母亲的哭声中，她

挣扎着站起来，安慰着母亲，又

一 次 继 续 ，她 经 常 被 砸 得 伤 痕

累累。

上学后，由于学校离家远，

中午不能回家。为了不让母亲

饿肚子，早晨上学前，她都会做

出两顿的饭菜，端到母亲床前手

能摸到的地方。晚上放学后，她

小跑着回家，给躺了一天的母亲

翻身擦洗，做好晚饭，把家里打

扫收拾好。

由于长期瘫痪，母亲全身大

部分关节都变形扭曲了，非常疼

痛。听说按摩可以减轻病痛，刘

羲檬 10 岁时便学会中医按摩，

每天用自己稚嫩的小手揉、点、

按、压着母亲的穴位。 10 年过

去了，她坚持每天为母亲按摩，

现在每个部位的轻重她都拿捏

得很好。

刘羲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

成绩优异，在得知被哈尔滨师范

大学录取后，她当即决定：“带着

妈妈上大学！”她在学校附近租

了间房子，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

学，照顾母亲。

刘羲檬荣获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黑龙江省道德模范等称

号，当选感动龙江年度人物。

515 衣爱娟

衣爱娟，女，汉族，1953 年 7
月生，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梅桥

村村民。

衣 爱 娟 淳 朴 善 良 、为 人 诚

恳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悉 心 照 料 自

己 的 婆 婆 、养 母 和 生 母 ，以 孝

心 和 孝 行 诠 释 孝 老 爱 老 的 中

华 传 统 美 德 ，被 邻 里 传 为

佳话。

婆 婆 在 世 时 ，衣 爱 娟 处 处

顺 着 婆 婆 ，从 没 和 婆 婆 红 过

脸。婆婆自 1986 年搬来与他们

夫 妻 同 住 ，一 起 度 过 了 34 年 。

衣爱娟每天早起去市场买回新

鲜 的 蔬 菜 ，变 着 法 儿 为 婆 婆 做

可 口 的 饭 菜 。 婆 婆 爱 吃 瓜 子 ，

但 没 有 牙 齿 ，衣 爱 娟 就 剥 好 瓜

子 仁 放 在 小 碟 子 里 ，方 便 婆 婆

随时食用。婆婆早上爱吃花生

酱 拌 粥 ，家 中 就 准 备 了 多 种 不

同口味的花生酱。早上起床后，

她首先要到婆婆房里嘘寒问暖，

晚上睡觉之前还要去老人屋里，

看看被子盖得严不严，老人睡得

好不好。婆婆爱干净，衣爱娟每

天都帮她擦洗身体，一年到头不

曾间断。

养母有咳嗽的老毛病，因为

季节和气候变化常常发作。衣

爱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和丈夫

商 量 后 ，她 暂 时 放 下 地 里 的 农

活，在家专门陪伴养母。在她精

心 的 照 顾 下 ，养 母 慢 慢 好 转

康复。

2020 年，享年 107 岁的婆婆

和 100 岁的生母相继去世，衣爱

娟全心全意照顾养母。在衣爱

娟 的 言 传 身 教 下 ，儿 女 们 也 继

承 了 妈 妈 的 良 好 品 德 ，每 到 周

末 或 节 假 日 ，这 个 大 家 庭 的 老

老少少都会相聚在一起。周围

的 村 民 被 衣 爱 娟 的 孝 心 感 动 ，

纷 纷 学 习 仿 效 ，整 个 梅 桥 村 形

成 浓 厚 的 孝 老 爱 亲 的 良 好

风气。

衣爱娟荣获全国敬老爱老

助老模范人物称号，其家庭被评

为上海市五好文明家庭。

516 许迎春

许迎春，女，汉族，1971 年 1
月生，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北方

管道锦州输油气分公司职工。

许 迎 春 是 公 婆 眼 里 的 亲

闺 女 ，是 帮 助 重 疾 丈 夫 实 现 公

益梦想的好伴侣。 19 年间 ，她

始 终 如 一 ，操 持 家 里 家 外 ，精

心 照 顾 行 动 不 便 的 丈 夫 ，奉 孝

床 前 为 公 婆 养 老 送 终 ，用 真 情

和 孝 心 撑 起 一 个 温 暖 有 爱

的家。

许迎春的丈夫谭纯慧从小

患先天性成骨发育不全症（俗称

“瓷娃娃”）。2002 年，许迎春千

里迢迢从四川远嫁到辽宁锦州，

陪伴在谭纯慧身边。许迎春的

丈夫虽然身患重度残疾，但身残

志坚。作为网站新闻编辑，他每

天都要工作到半夜时分。不管

多 晚 ，许 迎 春 都 一 直 陪 在 他 身

边，或者帮其整理资料或者为其

按摩。为让丈夫缓解工作压力，

多看看外面的世界，许迎春考取

驾照，开车带着丈夫去旅游。为

帮助丈夫实现公益梦想，许迎春

考取社工证，帮助丈夫成立锦州

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为危重病

残疾人士提供救助服务。如今，

在许迎春细致入微的照顾下，她

的 丈 夫 58 岁 依 然 精 神 饱 满 地

工作。

2016 年 ，许 迎 春 的 婆 婆 患

重病，生命垂危，经过她的精心

照料，转危为安，但从此坐上轮

椅 。 天 气 好 时 ，许 迎 春 就 带 着

丈 夫 和 婆 婆 一 起 到 公 园 、商 场

逛 逛 ，每 次 出 行 她 都 要 来 回 搬

动 两 个 轮 椅 ，分 别 抱 着 丈 夫 和

婆婆上下车。 2020 年 ，88 岁的

婆 婆 卧 床 不 起 ，临 终 前 的 3 个

月 ，她 每 天 下 班 后 陪 在 身 边 昼

夜守护，尽全力悉心照料。

许迎春荣获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辽宁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517 孙梅丽

孙梅丽，女，汉族，1968 年 2
月生，中共预备党员，河南省三

门峡市湖滨区涧河街道永兴社

区居民。

孙梅丽的公公婆婆体弱多

病，行动不便，经常需要住院疗

养。多年来，孙梅丽夜以继日、

任劳任怨在两位老人身边悉心

照 料 ，用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孝 道 与

真情。

孙 梅 丽 的 婆 婆 患 有 帕 金

森 、糖 尿 病 、心 脏 病 等 疾 病 。

2003 年 ，公 公 因 为 心 梗 做 了 心

脏介入手术。两位老人每年要

住院两三次，每次住院，孙梅丽

都 在 病 床 前 细 心 伺 候 ，尽 心 尽

力 为 老 人 调 理 膳 食 。 20 余 年

来，她精心照顾老人生活，抽空

就 到 处 为 公 公 婆 婆 求 医 问 药 ，

在 当 地 树 立 了“ 好 儿 媳 ”的

典范。

2009 年 4 月 ，孙 梅 丽 的 婆

婆 因 为 腰 部 骨 折 在 医 院 做 手

术 ，当 时 正 值 旅 游 旺 季 ，医 院

附 近 所 有 宾 馆 都 客 满 ，找 不 到

住 处 ，孙 梅 丽 夫 妇 两 人 轮 流 排

班 ，一 人 陪 在 病 床 前 ，一 人 就

窝 在 车 里 过 夜 ，整 整 持 续 一 个

星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孙梅丽积极把

家庭的这种爱、这份情，延伸到

全 社 会 ，成 就 大 爱 。 她 发 起 成

立的三门峡市爱心之家志愿者

协 会 ，已 吸 纳 志 愿 者 1.5 万 人 ，

先后成立 10 个“关爱社区老人”

志愿服务队，累计为敬老院、社

区 560 名老人提供服务 7800 余

次 ，志 愿 服 务 时 长 达 2 万 多

小时。

孙 梅 丽 荣 获 河 南 省 道 德

模 范 称 号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 ”，其 家 庭 被 评 为 全 国 最 美

家庭。

518 李洪生

李洪生，男，汉族，1947 年 9
月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

师头屯河农场同和幸福城一社

区居民。

40 多 年 来 ，李 洪 生 无 微 不

至地照顾患病妻子，用真爱为妻

子撑起一片晴空。不离不弃，相

伴相守，没有风花雪月，却是人

世间至深之爱。

1968 年 秋 天 ，21 岁 的 李 洪

生经人介绍结识了王华清，一年

后结婚。从 1975 年开始，妻子

时常觉得四肢无力，李洪生带着

妻子到乌鲁木齐各大医院求医

问药，但妻子的病情始终未见好

转。 1986 年，刚刚 40 岁的王华

清已经无法行走。

1991 年 ，王 华 清 被 确 诊 为

脊髓空洞症。绝望的王华清产

生了轻生的念头。李洪生温柔

而坚定地对王华清说：“别担心，

只要人在，家就在，我会一直陪

着你。”因为李洪生的坚定和坚

持，王华清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

信心。

多 年 来 ，李 洪 生 白 天 给 妻

子 洗 漱、喂 饭、喂 药 ，晚 上 定 时

帮妻子翻身。为了避免妻子久

卧 在 床 出 现 肌 肉 萎 缩 ，李 洪 生

坚 持 每 天 为 妻 子 按 摩 ，放 松 肌

肉。家庭的困难没有让李洪生

对工作产生懈怠，每天上班前，

他 都 将 妻 子 安 排 妥 当 才 放 心

出门。

2007 年 李 洪 生 退 休 后 ，成

了 妻 子 的“ 专 职 保 姆 ”。 王 华

清 血 糖 高 ，李 洪 生 就 经 常 做 一

些 苦 瓜 、山 药 等 清 淡 的 菜 ，每

日 三 餐 科 学 搭 配 。“ 他 把 我 的

嘴 都 养 刁 了 ！”王 华 清 满 脸 幸

福 地 说 。 2020 年 ，王 华 清 突 然

特 别 喜 欢 吃 豆 腐 脑 ，一 年 多

来，李洪生每天早上步行 20 多

分 钟 为 妻 子 买 豆 腐 脑 。 他 还

买 了 一 辆 电 动 三 轮 车 ，经 常 拉

着 王 华 清 在 农 场 周 边 散 心 。

2015 年 老 两 口 还 回 了 一 趟 王

华 清 的 老 家 四 川 成 都 探 亲 。

丈 夫 多 年 的 陪 伴 与 守 护 ，让 王

华 清 一 直 保 持 乐 观 的 心 态 ，对

生活充满信心。

李洪生荣获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道德模

范等称号。

519 杨会芳

杨 会 芳 ，女 ，汉 族 ，1994 年

11 月生，共青团员，河北省邯郸

市曲周县幼教特教中心教师。

杨会芳从小就担负起照顾

家庭的重担，为了更好地照顾父

母，她带着父母上学，书写了大

孝至亲的感人诗篇。

杨 会 芳 母 亲 先 天 性 智 力

障 碍 ，生 活 不 能 自 理 ；父 亲 在

她 6 岁 时 突 发 脑 梗 ，导 致 半 身

不 遂 。 从 此 ，在 左 邻 右 舍 帮 助

下 ，年 幼 的 她 便 扛 起 照 顾 全 家

的 重 担 ，开 始 学 习 给 父 母 洗

漱、做 饭、喂 饭、喂 药 以 及 收 拾

家 务 。 为 了 能 让 父 母 生 活 得

好 一 些 ，她 一 到 星 期 天 、节 假

日 就 去 打 零 工 挣 钱 养 家 。 在

随 后 几 年 中 ，杨 会 芳 家 里 又 遭

遇 了 不 幸 ：母 亲 突 发 心 脏 病 ，

父 亲 失 明 ，随 后 又 发 生 脑 溢 血

并 从 此 瘫 痪 在 床 …… 杨 会 芳

变 得 更 加 坚 强 。 在 她 的 精 心

照 料 下 ，父 母 的 病 情 趋 于

稳定 。

18 岁 那 年 ，杨 会 芳 考 上 了

大学。经过几天深思，她决定带

着父母去上学。杨会芳在学校

附近租了一处简陋小院，每天一

放学，她就骑电动车回家照顾父

母，有课的话再赶回学校。她总

以坚强乐观的面孔出现在人前，

从 未 主 动 跟 人 说 起 家 里 的 困

难。在校期间，她的成绩一直是

名列前茅。

一 个 偶 然 的 机 会 ，杨 会 芳

带着父母求学的事情被媒体报

道 ，也 因 此 获 得 了 许 多 帮 助 。

2012 年 一 家 医 院 主 动 联 系 她 ，

将其父母接到医院的养老院免

费照顾。

对于他人的帮助，杨会芳心

存感恩，总是努力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回报社会。工作后，在业余

时间她经常投身公益活动，参加

志 愿 服 务 ，帮 助 家 庭 困 难 的 学

生。2018 年杨会芳当选为河北

省人大代表，积极为特殊儿童的

康复和发展提出建议，贡献自己

的力量。

杨会芳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等称

号，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荣登“中国好人榜”，其家庭被评

为全国最美家庭。

520 杨善文

杨 善 文 ，男 ，汉 族 ，1968 年

11 月生 ，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

大田乡中心小学教师。

40 多 年 里 ，杨 善 文 照 顾 重

病 的 父 母 、关 爱 精 神 残 疾 的 弟

弟、拉扯年幼的女儿，生活对他

“风雨交加”，但他用爱心、耐心、

恒心支撑起这个家，用大爱书写

至善人生。

杨 善 文 14 岁 时 ，父 亲 因 劳

累 过 度 患 上 慢 性 肾 病 ，无 法 再

干 重 活 。 不 久 ，他 的 弟 弟 查 出

心 脏 病 ，需 要 做 心 脏 移 植 手

术 。 家 里 本 就 贫 困 ，为 给 弟 弟

凑 足 医 药 费 ，学 习 成 绩 优 异 的

他 辍 学 回 家 ，干 农 活、下 工 地 ，

省 吃 俭 用 。 一 年 后 ，在 老 师 再

三 劝 说 下 杨 善 文 重 返 校 园 。

学 校 离 家 有 4 公 里 路 ，他 每 天

放 学 都 跑 回 家 ，帮 着 父 母 做 家

务 、照 顾 弟 弟 ，弟 弟 逐 渐 康

复 。 没 多 久 弟 弟 又 患 上 了 精

神 疾 病 ，杨 善 文 几 十 年 来 背 着

弟 弟 辗 转 多 地 求 医 。 弟 弟 病

情 发 作 时 割 腕 自 杀 ，失 血 过

多 ，他 为 弟 弟 输 血 ，将 弟 弟 救

了过来。

父 亲 的 肾 病 由 于 没 有 及

时 妥 善 治 疗 ，2005 年 发 展 为 尿

毒 症 ，生 活 无 法 自 理 ，这 让 已

经 走 上 工 作 岗 位 的 杨 善 文 牵

肠 挂 肚 。 一 有 时 间 ，他 就 赶 回

几 里 外 的 家 ，为 父 亲 端 茶 送

药 。 为 了 支 付 父 亲 一 周 两 次

的 血 液 透 析 费 用 ，他 利 用 休 息

日 耕 地 种 粮 、做 小 工 ，任 劳 任

怨 。 父 亲 心 疼 儿 子 ，不 愿 治 疗

拒 绝 吃 药 ，他 总 是 耐 心 劝 说 ；

父 亲 心 情 不 好 骂 他 ，他 从 不 抱

怨 ，几 年 如 一 日 帮 老 人 按 摩 、

翻 身、擦 洗 ，喂 水 喂 饭、端 屎 端

尿 、换 洗 衣 服 。 2010 年 父 亲 过

世 ，两 年 后 母 亲 又 被 确 诊 为 胰

腺 癌 、胃 癌 并 发 ，住 进 了 医

院 。 四 处 借 钱 完 成 手 术 后 ，他

把 母 亲 背 进 了 自 己 住 的 单 位

宿 舍 精 心 侍 奉 ，自 学 打 针 、换

药 、清 洗 伤 口 、包 扎 伤 口 等 护

理技能。

因生活困难，妻子在女儿蹒

跚学步时就外出打工，杨善文既

当爹又当娘，耐心细致地照顾着

年幼的女儿。杨善文的孝行与

仁爱使女儿耳濡目染，懂事的她

也 时 常 帮 助 做 家 务 ，为 爷 爷

捶背。

杨善文荣获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称号。

521 来代俊

来代俊，男，汉族，1933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重庆市梁平区

仁贤街道白鹤村村民。

在 部 队 ，他 是 英 勇 善 战 的

装 甲 兵 班 长 ；在 家 里 ，他 是 可

以 倚 靠 的 顶 梁 柱 。 来 代 俊 六

十 三 年 如 一 日 ，不 离 不 弃 陪 伴

照 顾 病 妻 ，含 辛 茹 苦 抚 养 4 个

孩 子 长 大 成 人 ，用 坚 毅 的 肩 膀

撑 起 一 个 家 ，诠 释 着 忠 诚 与 担

当的家国情怀。

1953 年 2 月 ，新 婚 燕 尔 的

来 代 俊 在 妻 子 的 鼓 励 下 ，响 应

号召，报名参军入伍，奔赴抗美

援 朝 保 家 卫 国 前 线 ，屡 立 战

功。 1958 年 ，28 岁的妻子生下

的 第 一 个 孩 子 由 于 患 病 ，出 生

不久便夭折了，妻子受到打击，

导 致 身 体 机 能 失 调 ，只 能 长 期

吃药稳定病情。为了给妻子治

病 ，来 代 俊 跑 了 多 家 医 院 为 她

诊断、买药。一开始，妻子的治

疗态度还算积极，慢慢地，只要

一 看 到 药 ，她 就 变 得 十 分 抗

拒 。 为 了“哄 ”妻 子 吃 药 ，来 代

俊 想 尽 了 办 法 。 日 复 一 日 ，从

吃 喝 拉 撒 到 洗 澡 洗 衣 ，他 精 心

照 顾 着 妻 子 。 这 一 照 顾 ，就 是

63 年。

几 十 年 来 ，他 既 当 爹 又 当

妈，照料着孩子长大成人。为挣

工 分 ，来 代 俊 背 着 孩 子 犁 田 翻

土；为补贴家用，他趁赶场天到

街上帮人剃头补鞋，成为远近闻

名的“补鞋师傅”……来代俊还

赡养并安葬母亲、继父、岳母等

多位老人。即便如此，来代俊却

从未向组织反映过任何困难，也

没提过任何要求。

2021 年 1 月 ，90 岁 的 妻 子

在 睡 梦 中 安 详 地 离 开 人 世 。

结 婚 70 年 服 侍 老 伴 63 年 的 来

代 俊 ，送 走 老 伴 后 思 念 成 疾 ，

住 院 一 个 多 月 。 儿 女 带 着 各

自 爱 人 轮 流 照 顾 父 亲 直 至 出

院 。 来 家 儿 孙 们 也 潜 移 默 化

受 到 教 育 ，乡 邻 们 以 他 们 为 榜

样 ，孝 老 爱 亲 、仁 贤 厚 德 在 这

里蔚然成风。

来代俊入选“重庆好人”。

522 余晓惠

余 晓 惠 ，女 ，布 依 族 ，1961
年 8 月生，贵州省政府服务中心

退休职工。

2002 年 以 来 ，余 晓 惠 悉 心

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妹妹、外甥

以及体弱多病的母亲，默默地为

家人付出，用弱小的身躯扛起家

庭的希望。

2002 年 ，妹 妹 和 外 甥 均 被

确诊患有精神疾病，余晓惠带着

他们四处求医，几乎花光所有积

蓄，并欠下债务。

为了省钱，平时她就着酸萝

卜吃饭；在街上看到有被丢弃的

纸箱，会不顾旁人眼光捡起来，

积攒之后当废品卖掉……就这

样，她节衣缩食，苦苦支撑着这

个家。

2013 年 ，余 晓 惠 年 迈 的 母

亲 一 病 不 起 ，瘫 痪 在 床 。 她 不

仅 需 要 照 顾 妹 妹 和 外甥，还 要

照 顾 瘫 痪 在 床 的 母 亲 ，虽 然 生

活 愈 加 艰 难 ，但 她 没 有 退 缩 。

余 晓 惠 每 天 只 睡 三 四 个 小 时 ，

一早起床做好饭，照料妹妹、外

甥吃完，然后到母亲床前照料，

穿衣、洗漱、喂饭、按摩、烫脚、

倒大小便……

因 为 久 病 在 床 ，母 亲 身 体

常感不适，她找来按摩书籍，自

学 按 摩 手 法 。 只 要 有 空 闲 时

间，她就会为母亲按摩，缓解母

亲的不适症状。在她的精心护

理 下 ，卧 病 在 床 近 6 年 的 母 亲

直至 2018 年去世，都从未长过

褥 疮 ，床 上 、身 上 总 是 清 清 爽

爽，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整

整齐齐。

余 晓 惠 不 仅 关 爱 家 人 ，还

乐 于 助 人 。 她 捐 助 困 难 学 生 、

参 加 社 区 志 愿 服 务 、为 抗 疫 捐

款 捐 物 ，是 邻 居 眼 中 的“ 热 心

肠”。

余晓惠荣获贵州省道德模

范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23 邹 晴

邹 晴 ，女 ，汉 族 ，2001 年 10
月生，共青团员，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邹晴从 10 岁起独自照顾患

病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为了

照 顾 母 亲 ，她 放 弃 进 重 点 中 学

读 书 的 机 会 ，毅 然 选 择 了 卫 生

学 校 ，后 又 考 入 大 学 学 习 护 理

专业。多年来，邹晴在哪里，她

就 把 母 亲 带 到 哪 里 ，悉 心 陪 伴

照 料 。 带 着 母 亲 上 学 ，邹 晴 用

自己柔弱的双肩为母亲擎起一

片天。

邹 晴 的 母 亲 患 有 先 天 性

脑 瘫 和 小 儿 麻 痹 症 ，父 亲 脚 有

残 疾 。 2011 年 ，邹 晴 的 外 婆 和

父 亲 因 患 癌 症 相 继 去 世 ，留 下

孤 儿 寡 母 和 为 给 外 婆 、父 亲 看

病 欠 下 的 高 额 医 药 费 。 亲 人

离 去 和 经 济 困 境 一 度 让 母 亲

失 去 了 活 下 去 的 勇 气 。 10 岁

的 邹 晴 坚 强 地 从 痛 苦 中 站 起

来 ，想 尽 办 法 鼓 励 母 亲 、温 暖

母 亲 、逗 母 亲 开 心 。 由 于 母 亲

肌 肉 出 现 萎 缩 ，无 法 正 常 行

走 ，生 活 不 能 自 理 ，邹 晴 每 天

清 早 起 床 帮 母 亲 穿 好 衣 服 、洗

漱 、做 好 早 餐 ，出 门 之 前 扶 着

母 亲 上 完 厕 所 ；下 午 放 学 后 立

刻 赶 回 家 煮 饭 ；晚 上 为 母 亲 洗

脚、擦 身 ，料 理 家 务 。 夜 深 了 ，

母 亲 休 息 后 ，她 才 有 时 间 做 功

课 。 2016 年 ，邹 晴 以 优 异 成 绩

被 当 地 最 好 的 高 中 录 取 ，但 为

了 更 好 地 照 顾 母 亲 ，她 选 择 就

读卫生学校。

读 卫 生 学 校 后 需 要 住 校 ，

邹 晴 作 出 一 个 决 定 ：带 着 母

亲 去 上 学 。 邹 晴 带 着 母 亲 租

住 在 学 校 附 近 。 2019 年 9 月 ，

已 经 毕 业 到 卫 生 院 工 作 的 邹

晴 通 过 努 力 ，考 上 了 湖 南 环

境 生 物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就 读

护 理 专 业 ，圆 了 自 己 的 大 学

梦 。 大 学 期 间 ，邹 晴 仍 然 带

着 母 亲 一 起 上 学 ，尽 管 生 活

异 常 艰 难 ，她 都 始 终 如 一 照

料 着 母 亲 。 在 实 习 期 间 ，工

作 、学 习 十 分 忙 碌 ，她 依 然 一

如 既 往 照 顾 母 亲 。 在 她 多 年

的 悉 心 照 顾 下 ，母 亲 脸 上 的

笑 容 越 来 越 多 ，气 色 也 越 来

越 好 。

邹晴荣获“新时代湖南向上

向善好青年”称号，荣登“中国好

人榜”。

524 沙尼汗·艾塔木

沙 尼 汗·艾 塔 木 ，女 ，维 吾

尔 族 ，1962 年 12 月 生 ，中 共 党

员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昌 吉

回 族 自 治 州 阜 康 市 阜 新 街 文

化 路 社 区 沙 尼 汗 居 家 养 老 中

心 负 责 人 。

沙尼汗·艾塔木心怀仁慈孝

爱的心，无微不至照顾常年瘫痪

在床的婆婆，用孝心孝行建设幸

福和谐文明家庭，她是社区家喻

户晓的好儿媳。

沙 尼 汗·艾 塔 木 的 婆 婆 患

有 严 重 关 节 炎 ，不 能 走 路 ，

2005 年 病 情 恶 化 瘫 痪 在 床 。

每 到 晚 上 ，婆 婆 的 腿 疼 得 睡

不 着 时 ，她 就 起 来 给 婆 婆 揉

腿 减 轻 病 痛 。 天 气 晴 朗 时 ，

她 把 婆 婆 背 到 门 口 晒 太 阳 ，

带 婆 婆 到 外 面 散 心 。 每 天 按

照 婆 婆 的 口 味 做 饭 ，为 老 人

洗 脸 擦 身 、按 摩 洗 脚 ，服 侍 老

人 吃 饭 服 药 、换 洗 衣 服 。 怕

婆 婆 寂 寞 ，还 经 常 邀 请 邻 居

到 家 里 来 陪 婆 婆 聊 天 。 有 一

次 婆 婆 生 病 了 ，她 背 着 老 人

跑 到 1 公 里 外 的 门 诊 打 针 。

有 人 说 久 病 床 前 无 孝 子 ，但

沙 尼 汗·艾 塔 木 却 六 年 如 一

日 地 精 心 照 顾 婆 婆 ，直 至 老

人 去 世 。 婆 婆 临 终 前 流 着 泪

拉 着 她 的 手 说 ：“ 来 世 你 还 做

我 的 儿 媳 妇 。”沙 尼 汗·艾 塔

木 孝 敬 老 人 的 行 为 深 深 影 响

着 子 女 ，也 感 动 着 左 邻 右 舍 ，

越 来 越 多 的 老 年 人 喜 欢 找 她

聊 天 ，时 间 长 了 ，她 的 家 成 了

“ 老 年 人 俱 乐 部 ”。

2010 年 春 天 ，街 道 和 社 区

找 到 沙 尼 汗·艾 塔 木 ，希 望 能

在 她 家 的 小 院 开 办 居 家 养 老

点 ，让 社 区 的 空 巢 老 人 能 有

个 幸 福 的 晚 年 。 在 丈 夫 大 力

支 持 下 ，他 们 刷 房 子 、铺 地

砖 、打 扫 院 子 ，首 批 8 名 空 巢

老 人 接 到 家 里 ，“ 情 暖 空 巢 ”

居 家 养 老 点 运 行 起 来 。 因 为

服 务 周 到 、体 贴 入 微 受 到 老

人 们 的 欢 迎 。 如 今 ，居 家 养

老 点 共 有 36 名 老 人 ，年 龄 最

大 的 90 多 岁 ，最 小 的 60 多

岁 ，每 一 位 老 人 在 这 里 都 得

到 她 精 心 照 顾 ，她 也 成 为 老

人 们 的 贴 心“ 小 棉 袄 ”。 沙 尼

汗·艾 塔 木 的 大 爱 情 怀 得 到

群 众 广 泛 认 可 ，2017 年 ，阜 康

市 委 投 资 150 余 万 元 建 成 沙

尼 汗 居 家 养 老 中 心 ，由 她 继

续 负 责 ，为 辖 区 60 名 老 人 提

供“ 白 天 入 托 接 受 照 顾 和 参

与 活 动 ，晚 上 回 家 享 受 家 庭

生 活 ”的 养 老 服 务 。

沙尼汗·艾塔木荣获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

号 ，其 家 庭 被 评 为 全 国 文 明

家庭。

（下转第二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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