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旬老太照顾瘫痪儿媳七年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历经坎坷但她豁达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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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曹县一男子下岗后成功创业，不忘感恩社会

他捐资140万为家乡修路
本报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宋银生

“修路造福乡亲，算是我回
报社会的心愿之一吧。”5月2日，
远在北京的袁烽电话中平静地
说。前不久，下岗创业的他，自掏
腰包140万为家乡修路。4月30
日，由他出资修建的曹县王集镇
袁白庄至季集段乡村公路开工
修建，预计6月底完工。

下岗职工尝试创业路

今年45岁的袁烽老家是曹县
王集镇袁白庄人，曾经有令那个年
代人们羡慕的工作。1985年，他考

取菏泽技校，毕业后，顺利成为一
名工人，进入菏泽造纸厂工作。由
于工作努力，业绩突出，还干到了
造纸厂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负责厂
子产品的销售工作。

2001年，菏泽造纸厂倒闭，
袁烽成为一名下岗工人。不久，
他跑到江苏无锡自主创业，干起
了熟悉的“老本行”，做起纸张批
发生意。

直到2006年，从小擅长绘画
的袁烽到北京朝阳区高牌店古
典家具一条街考察后，决定做加
工古典家具生意。

袁烽胆大心细，善于动脑，往
往有独特的创意，其把自个的创
意，绘画雕刻到古典家具上。由于
创意新颖，画作古朴典雅，产品一
上市就受到顾客欢迎。

经营中，袁烽始终没有丢掉鲁
西南人淳朴善良的传统，坚持做事
先做人的理念，用诚信去感动顾
客。几年间，生意越做越大，常年有
6个工厂为其加工生产家具，如今
其产品也销售到了全国各地。

创业成功不忘感恩社会

“自个富裕了，就要想着回报
社会。”袁烽心中这样想，也开始
这样做。今年春节，袁烽回菏泽曹
县老家探亲，发现家乡的一段道
路坑洼不平，破损严重，影响了
乡亲们的生产生活。“不能想象
一到雨雪天泥泞的道路，乡亲们
咋出行？”袁烽说，他便有了为家
乡修路的想法。

前不久，他出资的140万到
位，修路工程成功招标。4月30日，
由其出资修建的公路开工仪式，
在其老家曹县王集镇袁白庄举
行。预计6月底，一条长12华里，贯

穿袁白庄、谢庄、胡庄、杜庄、季集
5个行政村，路基宽6米，油路面
4 .2米的乡村公路将贯通。

“袁烽真是好样的，年久失
修的路，让他一朝解决啦。”采访
中，公路穿过的几个村子的村民
无不称赞袁烽的做法。他们乐呵
呵地说，等路修好了，他们几个
村的村民就跟晴天一身土，雨天
一身泥的日子告别了。

而对于出资为家乡修路的举
动，袁烽却平静地说，只要是造福
乡亲们的事他就愿做，“这也是我
回报社会的一个心愿吧。”

对于71岁的成武县工业园区张吕庄的老人王显福来说，
年幼时早年丧父，母亲是家里的“天”。斗转星移，岁月流转，
王显福娶妻生子，几十年过去，他从母亲怀抱中的孩童变成
七旬老人；命运对待王显福一家特别苛刻，七年前，他的妻子
张翠兰患病瘫痪，丧失劳动能力，本已贫困的家中雪上加霜，
又是他的老母亲，用女人特有的坚韧和乐观把这个家撑了起
来，帮助他一起照顾患病的张翠兰，又一次当起了王显福的

“天”。

儿媳病重

她扛起当家大梁
5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王显

福家，春日暖阳中，一位头戴老
式头巾的瘦弱老人正坐在屋前
做针线活，她要把一条长裤改短
些，地上的纸盒中，叠着七八条
长裤，都是她要做的“功课”，这
些裤子有的是孙子孙女们的，有
的是街坊四邻给的。

这就是王显福的母亲，今年
91岁的王危氏，记者上前打招
呼，老人对答如流。“这么好的裤
子，就是我穿着有点长，改短了
就行了。”见到记者，王老太从手
中的针线抬起头来，笑盈满面，
虽然满脸皱纹，可老人满含笑意
的双眼看起来格外明亮。自从七
年前儿媳张翠兰瘫痪，这个贫困
家庭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投在了
医药费上，平时老人的衣服大部
分要靠乡邻接济。

不做针线活的日子，王老太
就外出捡柴禾，能省一点是一
点，家中也从未买过馒头，都是
老人亲自蒸。“还是年纪大了，上

次 做 一 回 馍 累 得 她 一 天 没 起
来。”说话间，王显福不知从哪儿
摸到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从一个
塑料瓶里颤颤巍巍地倒出一些
烟叶，小心翼翼地卷着，点着后
抽了起来。他告诉记者，他的三
个儿子家中也十分拮据，现在和
他们分开过，虽然儿孙常来看
望，但平日里就他和母亲、妻子
三人一起生活。

王显福说，由于他自己患有
心脏病，妻子七年前的腰椎间盘
突出突然恶化导致瘫痪，生活无
法自理，相依为命的三个人中，
数母亲的身体最“扎实”，至今眼
不花耳不聋，烧水做饭这样“有
技术难度”的活，还是要老母亲
亲自上阵才行。

而 在 王 显 福 的 乡 邻 们 看
来，无论多大年纪，王显福在母
亲 面 前 始 终 是 需 要 照 顾 的 小
孩。“家里还有一亩地，平时显
福就下地干活，但家务活要靠
老奶奶操持，要是没有她，这个
家早垮了。”妻子生活无法自
理，家中大小事王显福都要和
母亲商量，甚至一日三餐都要
靠王老太。“每天都是老奶奶做

好饭端到儿媳跟前，毫不夸张
地说，要是哪天老奶奶没烧水，
翠兰都得渴着。”

早年丧夫

她命运坎坷却坚强
“活了90多岁，真是啥事都

让我赶上了。”王老太1923年生
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饥
荒、改革开放等中国历史大事件
她几乎全经历了一遍。而命运对
待王老太一家也格外苛刻，王显
福一岁多的时候，父亲就去世
了，王老太独自抚养将儿子抚养

成人，又为他娶妻生子。本想安
享晚年，无奈儿媳又患病倒下，
需要照料。

命运坎坷，提起生活中的辛
酸与艰难，老人家忍不住抹起了
眼泪，但很快她又恢复了一贯的
达观、知足。“和早先比起来，现
在的日子不知好多少倍！起码再
没闹过饥荒。再有钱，还不是一
日三餐？有病了，最难受的还不
是自己？”

乡邻们既同情王老太的命
运，又佩服她的坚强与乐观。“没
见她跟谁吵过架、拌过嘴，见谁都
是乐呵呵的，别人都是年轻的伺

候老人，她每天伺候儿媳妇，也没
听她埋怨过啥，真是不容易。”

王老太告诉记者，儿媳瘫痪
前，十分孝顺，也十分能干，病倒
后就沉默了许多。“以前我们就
没吵过一句，就是她现在不能动
了，我也不能不管啊！”

王显福说，最近几年，老母
亲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成武县
城，“几天前，孙子带着她到县
城周自齐公园转了一圈，把她
高兴坏了，她觉得那是世界上
最好的风景了。”每天围着村子
转，一点小风景都让王老太觉
得十分满足。

▲王老太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但她面对艰难的生活，非常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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