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敬老院免费理发19年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常年如

一日坚持做好事，央子街道有这样一位
始终如一做好事的人，她已坚持19年
了，每月一次到街道上敬老院里义务为
老人们理发，殷殷真情，感人至深，她
就是蔡绍红，蔡家央子二村一位普通的
理发师。

二十年前不足二十岁的蔡绍红在镇
上开办了一家个体理发店，以后的日子
里，她发现时常有老人结伴来店里理发，
经询问得知他们来自镇敬老院，老人们蹒
跚的脚步，往来时沉重的喘息，让善良的
绍红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一个上门免费为老人们服务的念头
油然而生，她就说：“大爷大娘，你们不用
再到这里了，今后我会去敬老院为你们理
发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既要忙碌
店里的生意又要顾及敬老院的老人们。
蔡绍红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
辛，但凭着一颗爱心，她坚持了下来。

年复一年，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酷
暑三伏，蔡绍红都会雷打不动地每月一
次来敬老院为老人理发。每次她要给敬

老院里的20多位老人轮流理发，但每人
都有各自的特殊情况。

有一位老人70多岁了，因患病瘫痪
在床，每次为他理发，蔡绍红都将老人
扶起，身后垫上枕头，自己脱下鞋到床
上转着圈一点一点为老人理，理完后再
帮他收拾干净，这位老人感动地说：
“亲闺女也没对俺这样亲”。

还有一位老人患有头癣，理发时直
往下掉，甚至连推子都走不动，更不用
说发出那种阵阵难闻的气味，但她一点
也没有嫌弃，总是耐心地、细致地给他
理完，在她的帮助下，老人的头癣也有
好转。敬老院有二十多位老人，每人都
有各自情况，一天理不完用两天，两天
理不完用三天……她从来不落下一个
人。

就这样，每个月的20日成了敬老院
老人的节日，这一天老人们都会在院门
口迎接蔡绍红。蔡绍红就这样十九年如
一日，尽心尽力地帮助老人，据敬老院
的管理人员介绍，先后有100多位老人受
到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滨海经济开发
区央子街道 蔡绍
红

做渐冻人丈夫的“肺”
“他倒下了，我就得撑着，有他在，我

们还是个家。”4月14日上午，在青州市东
坝镇西十里村的家里，陈青春一边说着，
双手仍不停地在丈夫马来亚胸膛上起伏
按压。

马来亚得的是“运动神经元症”，
俗称渐冻症，得这种病的人，力气会被
一丝丝从身体里抽走，直到丧失呼吸能
力。早在2009年12月，马来亚就已经被
医生宣告无治，即使上呼吸机也随时有
生命危险，陈青春硬是靠双手按压将丈
夫的生命延续下来。

这是个异常朴素的女子，微胖，温
柔的眼睛，头发短而蓬乱，才37岁，头
上已经有了不少白发。“刚松了口气，
他刚刚算是又度过一次危险期，”陈青
春笑着说，最近天气寒冷，丈夫呼吸道
感染导致多痰，呼吸不上来，差一点就
“不行了”，她得时刻保持清醒。打了
近一周的点滴，24小时不敢合眼地看
护，总算又救回一条命。

说着，陈青春换了个姿势，用右手
和盘着的右腿侧身按压，一边给丈夫翻

了一下身。马来亚的喉咙中发出“呼
噜”的声音，陈青春忙从枕头旁拿出一
个果冻盒子做的“痰盂”放到丈夫唇
边。

“其实当时感情也没多好，因为工作
都忙不顾家还总吵架，好在目标明确”。
陈青春说，两个人都是直脾气，因为这，
恋爱谈了足足七年，还时常感觉身边哪
一对儿都要比自己甜蜜。女儿淼淼的出
生才让俩人的脾气都收敛了不少。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按压，平均每天
要按四万余次。两年下来，她为他做了
3000万次“人工呼吸”，还将持续下
去，多久？她不敢去想。她说，只要活
着，就有希望。

就是因为爱吧？我问她，她很不好
意思地笑了，说：“之前吵吵闹闹的，
可是有他在，习惯了。只要他在，我心
里踏实……”他则闭上眼，不说话。我
看见，他微闭的眼睛又湿润了。

他病了，她照顾他，他呼吸不了，
她帮他，这也许只是一对普通的夫妻，
平凡坚守，相濡以沫，努力给彼此希望。

青州市东坝镇
西十里村 陈青春

带公公改嫁 操持九口家
一位农村妇女用自己的爱心撑起九

口之家，一家和睦相处的事迹，一传十十
传百，名播四乡。小迟家村的老人教训儿
女，都拿她做榜样。她就是居住在高密市
大牟家镇小迟家村的郭素英。

郭素英是个苦命人，15岁没了爹，26

岁没了娘，19岁嫁到了平度县前楼乡白家
岭村。生下一个小男孩27天后夭折，从此
郭素英再没有生育。后来，郭素英收养了
姐姐的一个刚过“百岁”的小女孩，又收养
了哥哥家一个小男孩。日子就这样艰难地
过着。谁料想有一年冬天当村支书的丈夫
马百福在给下乡知青拉猪肉时，出车祸被
撞成脑震荡，经治疗虽有所好转，但大脑
一直不灵便。1985年，又骑自行车掉到了
桥下不幸身亡。

公公马庆寿劝郭素英改嫁，郭素英宽
慰公公说：“俺走了，您咋办？”老人沉默
了，他从心眼里疼爱这个勤快又孝顺的儿
媳，但又不忍心把一家人的重担都压在这
个越来越清瘦的儿媳身上。郭素英几天几
夜睡不着，最后决定带着公公改嫁。

当时，郭素英要带着公公改嫁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七庄八疃。本来有几个相中郭
素英的男人想托媒人来提亲，一听这口风
便望而却步了。

二十多年前，她改嫁到高密市大牟
家镇小迟家村，与同样是老伴去世，收
养两个孩子(其中一个痴呆)的迟有立结
合在一起，就这样组成了一个九口特殊
大家庭。郭素英的嫁妆就是两个半大的
孩子和年逾古稀的公公马庆寿。

在迟家，郭素英每天早晨天不亮就
从炕上爬起来，做好饭先伺候三位老人
吃完，再把孩子叫醒，然后扛着农具和
迟有立一道下地。中午回来又是洗涮做
饭一大套。白天功夫少，吃完晚饭，郭
素英就一桶一桶提来水，放在大盆里泡
洗衣服，有时竟洗到鸡叫。有一次累得
她洗着洗着打起盹来，额头碰到铁盆沿
上，磕出了血。

一开始，村里人看郭素英带着公公
和两个孩子改嫁，背后都议论纷纷，现
在议论的是怎么跟着人家郭素英学孝敬
老人了。几年下来，小迟家村孝敬老
人，婆媳相爱蔚然成风。

高密市大牟家
镇 郭素英

用残缺身体

攀上艺术高峰
她是一个和张海迪有着相同遭遇的姑娘。5岁时的一

次车祸，导致她脊髓休克，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全部失去
知觉。然而她毅然踏上了自学之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
力完成了小学、中学的课程，并在书法及绘画艺术上取得
了一定的造诣，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获奖。“生如夏花”
是她对生命的最好诠释。

学习书法、绘画对刘晓清来说，所面临的困难和折磨
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她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书写和绘画，只
能趴在床上。每天妈妈上班前帮她调整好姿势，将笔墨纸
砚放在她能拿到的地方，她用双肘支撑起上半身，开始写、
画，上半身的重量全部压在左臂上，时间久了，肩肘开始酸
麻、胀痛，甚至失去知觉。就这样，刘晓清一直习书不断。她
还参加了天津神州书画进修学院行书和花鸟两个科目的
函授。1999年7月，她全部以优异成绩拿到了结业证书。

多年来，刘晓清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自己
身残的情况下，刘晓清没有忘记关心、救助其他病重的少
年儿童。

当得知本市一名女孩身患白血病，家庭困难无钱医
治时，她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刚刚荣获的一千元奖金。汶川
大地震发生后，当即拿出自己书法获奖的奖金捐给了灾
区。同时，她还通过手机和网上银行为灾区捐款，通过书
协向灾区捐出了自己获奖的部分书画作品，累计捐款捐
作品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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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20年
仍不离讲台

她是不善言辞的乡村女教师、女党员，她患病20年仍
坚持在三尺讲台，她说，一个珍惜生命的人，不仅是为了自
己活着，也要为了责任和义务活着！她就是九山镇宋王庄
中学女教师党员宋作爱。

1990年，21岁的宋作爱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母校———
九山镇宋王庄初中任教，成为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位英语女
教师。在不幸患骨髓炎和丈夫丧失行走能力之后，20年如
一日，以共产党人的党性激励自己奋力前行，以顽强的毅
力坚持忘我工作。

宋作爱总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自己再苦再累也不会
耽误学生一节课。1991年10月24曰，她在讲完课迈下讲台的
一刹那，一种钻心刺骨的疼痛，使她扑倒在地。

闻讯赶来的老师把大汗淋漓、昏迷在地上的她送进了
医院。经医生初步诊断，她所患的可能是被医学界视为顽
症之一的骨髓炎，需要住院治疗。她不顾医生和学校领导
的劝阻，夜里熬好一天的药，白天拄着棍子，拖着红肿的双
腿，仍旧到校上课。

过度的操心劳累，使得她身体极度消瘦，开始咳嗽，最
后还咳血，几次晕倒在了讲台上。而她的孩子这时也连发
高烧，一家三口都躺在床上，日子仿佛真的不能过了。可
是，坚强的宋作爱在信念的支撑下，心中默念着：千万不能
倒下，我一定要坚持住，学生就要毕业了！

宋作爱说，有时，她也觉得愧对丈夫和儿子，可只要一
走上讲台，立刻就忘了所有的疼痛。她常说，“如果可以选
择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不生病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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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齐鲁晚报今日潍坊创刊5周年之际，本报联合潍坊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开展的“潍坊平民英雄”评选活动，收到
了100余位“潍坊平民英雄”人物候选人的自荐信和推荐信，经过仔细评选，评出了潍坊十大平民英雄。

他们各自身处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年龄和生活境遇，但他们都身在潍坊，奉献潍坊，他们也许不是“明星”，不是是“大人
物”，但是他们能够代表最基层的百姓，他们用不平凡的坚忍、正义和爱，诠释着英雄的含义和力量。而对那些因名额额有限而不幸

“落选”的英雄，我们同样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也无愧英雄的称号。

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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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热爱，所以坚守
上
篇

本版稿件采写 本报记者 丛书莹 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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