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2012年10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岩鹰 美编：石岩 组版：刘燕

山东

“嫂娘”照顾卧床小姑子41年
临沂河东区81岁的葛桂英半生陪伴瘫痪小姑子无怨无悔
本报记者 高祥

小姑子卧床41年

10月10日下午，临沂河东区
相公街道办事处相三村，81岁的
葛桂英老人坐在院子里歇息，听
着屋里的动静——— 屋里住着瘫痪
卧床41年的小姑子周维英。41年
来，小姑子的一言一动都牵着她
的心。

21岁时，葛桂英嫁给相三村
的周维新。丈夫是家里的老大，下
面有一个弟弟四个妹妹，那时候，
最小的妹妹周维英还是个咿呀学
语的孩子。

婚后，葛桂英和周维新生了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葛桂英的
操持下，一家人的日子其乐融融。
但周维英突然患病打破了家里的
平静。

“那时她19岁”，葛桂英说，小
姑子得的这种病很奇怪，一开始
是全身疼痛，不能动，很快下半身
也急剧萎缩。当时家里人带着她
这里看那里看，但都不管用，之后
周维英就躺在了床上。

这一躺，就是41年，而照顾
周维英的重担，则全压在了嫂子
葛桂英身上。“她现在就是手还
能动，上半身稍微能动动”，葛
桂英说。由于瘫痪在床，周维英
吃喝拉撒几乎都靠葛桂英照顾。

小姑子离不开她

正值青年一下子得病瘫痪在
床，再加上病痛折磨，周维英很长
一段时间万念俱灰，几次三番想

寻短见，每次都是葛桂英帮她化
开心头的郁结。

由于长期操劳，葛桂英身体
也越来越差，1976年她到医院动
手术，从腹部取出了两个大肿瘤。
由于手术之后还要操持家务，从
那之后，裹着小脚的葛桂英腰一
下子弯了下来，现在老人的腰几
乎弯曲到了九十度。

葛桂英说，婆婆一开始还能
自己照料自己，但后来也卧床不
起。由于丈夫忙地里的活，照顾老
人的活几乎都交到了葛桂英的手
上。

“婆婆走得早，婆婆一走，小
姑子的病就更重了”，葛桂英说，

“她心里难受，也是怕我不管她
了，我和她说，只要我能挪动步，
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她才放心”。

葛桂英的公公三年前过世
了，之前躺在床上也有二十年。

“每天早早地就得起来做饭，熬个
糊糊，自己烙个煎饼，弄点菜，做
好了先到西屋里喂公公吃，然后
再端到东屋喂小姑子，都伺候完
了，我们两口子再吃”。公公过世
后，葛桂英的心思更是全部放在
了小姑子的身上。

因为怕小姑子有时找不到自
己着急，葛桂英让孩子在周维英
的床头安了个电铃。“她一叫不着
我就在床上按铃，铃声一响，我就
赶紧跑过来”。

因为照顾小姑子离不开，也
担心小姑子有事自己不在她身
边有什么意外，40多年来，葛
桂英几乎没出过远门。最近几
年，葛桂英更是连院门都不大出
了。

自己觉得很平常

在周维英的屋里，桌子上摆
着电视机，床边还有收音机、电风
扇。葛桂英说，小姑子天天听收音
机、看电视，比她知道的都多，两
个人拉呱，常常给她讲很多事。

“冬天原来生煤炉子，我不喜
欢，现在冬天用电热毯。”躺在床
上的周维英和记者聊天时说。葛
桂英坐在床边，帮小姑子梳头，周
维英说，“我这些年，就靠俺嫂子，
一会儿都离不开她”。

“她不能翻身，一翻身就头
晕，也不让我们动她”，葛桂英说，
小姑子因为一直卧床，身体有时
候硌得疼，她就做了几个小布垫，
放在小姑子的身下。

尽管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
龄大了，葛桂英感到很多事情力
不从心，做起家务活也越来越吃
力。“天天就这样给她端水喂饭，喂
完了再端出来，自己再吃点，洗洗
刷刷，帮她擦洗擦洗。以后我动不
了了，该咋办呢？”避着小姑子，老
人说着说着沉默了下来。

几十年如一日，葛桂英尽心竭
力伺候公公、照顾小姑子，这种爱心
奉献感动了左邻右舍，在社会上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近年来，老人先后
被评为临沂市河东区“十佳好媳
妇”、临沂市道德模范、临沂市“十佳
尊老敬老好儿女”、“十佳好母亲”，
并荣登2011年度“中国好人榜”。

但在葛桂英看来，照顾亲人
是自己的本分，并没有觉得有什
么不平常。“只要我还能动弹，我
就不会撇下她。”葛桂英说。

在临沂河东区相公街道，提起“嫂娘”葛桂英几乎

无人不知,她41年照顾瘫痪在床的小姑子，无怨无悔。

葛桂英曾被评为“中国好人”。

葛桂英老人坐在院子里歇息。 本报记者 高祥 摄

他为50多位老人“行孝”
东营孙连祥自掏腰包为村里老人发生活费已十余年
本报记者 李沙娜

他自掏腰包，为村里建
老年活动中心；孝敬员工的
父母，他每月为员工发“孝心
工资”……在东营市广饶县，
孙连祥孝顺老人出了名。

每周都回家看望老母亲

在东营市广饶县，了解孙连祥
的人说起他，都会竖起大拇指，作
为李鹊镇唐家村村委会主任、东营
科力化工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村民孝敬老
人，教育员工孝敬父母。村民说：

“他是400多户村民的管家，50多位
老人的儿子。”

孙连祥不管再忙，每周都会抽
时间回唐家村看望老母亲，“老娘
今年85岁了，平时大姐在家照看
着，每周我回去后帮忙收拾一下，
给母亲洗洗脚、跟她聊聊天，让她
高兴。”

11日，记者跟随孙连祥来到唐
家村时，孙连祥家不大的平房里七
八个老太太在有说有笑地聊天。78
岁的孙秀英告诉记者，她们几个老
人里有5个80多岁了，身体都很硬
朗，没事就聚在一起，“多亏连祥富
了不忘村里，他就像我们自己的儿
子，每年都给我们发生活费，还给
我们送米、送面。”

员工每月领到“孝心工资”

为了让员工孝敬自己的父母，
孙连祥提出了许多创新的管理方
法。跟孙连祥一起创业打拼的蒋

海告诉记者：“他从来不会拖欠工
人的工资，在发满额工资的同时，
每个月员工还会给家里的老人领
到10斤鸡蛋，我们建厂9年了，几乎
每个月都是这样。”

工厂里300余名员工除了每月
帮父母领100—200元的“孝心工
资”外，每当老人过生日都会收到
厂里发的红包。

在招聘新员工和日常管理
中，孝敬父母是孙连祥选人用人
的第一条标准。“一个连自己的父
母都不孝顺的人，一定是一个品
质差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多有才
干，我们也不能用。”孙连祥对记
者说。

对于不孝敬父母的员工，孙
连祥也有一套“治理方案”。公司
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员工不孝顺
父母，扣发500元工资。“500元工资
不是扣在单位，而是送到员工父
母的手里，直到他们父母来找我
说孩子孝顺他们了，工资才不再

扣发。”孙连祥说。

给村里老人发生活费

孙连祥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
在村里甚至在县城里出了名，照
顾村里所有的老人也已经成为他
分内的事。十余年来，他自掏腰
包，每年为村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每人发300元生活费，65岁以上的
老人，每人每年补助500元，还根据
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分别救济300
元—500元。

孙连祥还出资2万元在村里
建立了老年人活动室，对五保户
老人，他更是嘘寒问暖，每年“老
人节”，他都组织老年人到风景名
胜游玩，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也会
收到他送去的红包、面粉、食用
油、大米、肉、棉被等。

孙连祥从创业到现在，一直
尽自己的能力带领村民和员工孝
敬老人，做爱心事业。

“照顾好父母，比啥都重要”

菏泽“板车哥”

村民齐赞是孝子
本报记者 周千清

“他很孝顺，为母亲看
病，他用板车拉着母亲走了
30多公里路。”村民说。菏泽
市单县郭村镇鹿楼村的韩忠
法，是村里家喻户晓的孝顺
儿子。

记者见到韩忠法时，他
和父亲、妻子在屋前收拾玉
米，因病不能下床的母亲被
安置在西屋，安静地躺在床
上。

2011年12月，韩忠法的
母亲因为腿脚不便，加之雨
后路面湿滑，摔倒在地上，
摔伤了左胳膊。几天后，她
一不小心再次摔倒。韩忠法
将母亲送到医院后，医生检
查说老人骨骼摔伤，可以选
择手术或者保守治疗，考虑
到母亲年事已高，加之手术
费用太高，最终决定保守治
疗。自此之后，母亲卧床不
起，虽然卧床已经近一年时
间，78岁的老人没有一个褥
疮。

母亲卧床不起，加上患
癫痫症、不能干重活的父亲，
家中里里外外更离不开韩忠
法，因为父母患病，韩忠法不
能出去挣钱，在家照顾双亲
的同时，种着家中的3亩地，
生活不再宽裕。韩忠法说，

“只要能照顾好父母，比啥都
要紧。”

父亲的病不能断药，每
隔20多天就要到镇上买药，
韩忠法不让父亲出门，“父亲
每次出门我都很担心，害怕

父亲犯病。”
院子里停放的板车，承

载着韩忠法对父母的爱。
父亲身患癫痫症，发病

毫无征兆，但是他却常想去
赶集。每次父亲想出门，韩忠
法便用板车拉着他。

为更好地给母亲看病，
韩忠法想到了去单县的大医
院，但是到县城15公里的路，
需要乘车，而母亲行动不便，
上下车容易发生意外。为了
保证母亲的安全，韩忠法用
板车拉着母亲去单县看病，
来回要走30多公里。

这辆板车承载着韩忠法
对父母的爱。

本报记者 周千清 摄

孙连祥给村里老人量血压。 本报记者 李沙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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