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的李传翠从小就有麻痹症，54岁的她在四年前颈部以下身体
瘫痪，对生活失去信心几次寻死。丈夫程开礼为此放弃工作，带着妻子边唱歌边周游全
国。最近，他们来到潍坊，受到当地市民的热情捐助，并在这里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

在19日晚上，中秋节当天，记者
第一次见到了李传翠夫妇，他们正在
文化路和民生街附近的虞河桥上唱
歌，身边停着一辆带棚子的三轮车，
那是他们唯一可以栖身休息的地方。
当时，二人正在陶醉地向市民献唱，
李传翠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是底气十
足，身边站着的丈夫程开礼一边向捐
助自己的市民鞠躬，一边与妻子合
唱。

再次见到夫妻二人是在21日上
午，他们将“家”安在了文化路南头
的鲁班园附近，车后斗上方用铁杆和
塑料搭成了棚子，铺上席子改装成了
床。床的上方吊着一个布兜，放着一

些日用品，床头的上方则吊着逆变器
和LED灯，风扇等电器，车尾的外面
则放着水桶暖壶脸盆等。三轮车的车
头上方放着音箱、锅碗瓢盆，驾驶座
旁放着轮椅和煤气瓶，他们不舍得外
面买着吃，所以只能自己开火做饭。

他们这一路吃住都在车上，使得
旅行费用大大降低，只需要赚取少量
的油费和买菜钱就可以实现他们走全
国的梦想。程开礼说，他只会唱40多
首歌，他的妻子也会一些，他们不希
望像那些假乞丐一样跪在地上毫无尊
严地要钱，所以他们选择街头献唱的
方式，把歌声传递给大家，同时赚取
些实现梦想的路费。

三平方的车斗就是整个家

眼下的李传翠看起来十分乐观开
朗，但是三年前的她可不是这样。李
传翠小时候因为生病患上了小儿麻痹
症，2009年因为病情加重，颈椎骨髓
压迫神经，导致下半身瘫痪，手脚一
点劲儿都没有，连吃饭的汤勺都拿不
动。当时她的一双儿女已经长大成
人，她担心自己会成为家人的累赘，
几次想到了寻死，因为无法出门，她
甚至托邻居到集市上给她买耗子药。
“那时我每天都躺在床上哭，对生活
失望透了。”李传翠说。

丈夫程开礼看着妻子的状态又气

又急。“她越是这样，病情越重。”
为了让妻子开心一些，他有了带她四
处走走的想法。虽然妻子和周围邻居
都表示反对，但子女们很肯定，“只
要有助于妈妈的身体就行”。就这
样，在2012年5月，程开礼和妻子开始
了边唱歌边游全国的旅程。

他们先后去过上海、杭州、温
州、长沙等大大小小的50多个城市，
最开始骑得是一辆电动三轮车，但是
充电很成问题而且爬坡也困难，于是
他们不得不换成了辆破旧的三轮摩托
车。

边唱边走只为让妻子开心
经过一年多的旅游，李传翠的

精神和身体都好了很多，不仅可以
自己拿汤勺和筷子，还能够自己从
车子上用手撑着到轮椅上。夫妻二
人在中秋节前夕到了潍坊，得到了
很多好心人的帮助。

“中秋节当天上午，一个开着
桥车的人停到三轮车旁边，说是要
过节了给了我一个红包。”李传翠
说，她打开红包一看，里面竟然有
五百块钱，她有些“震惊”居然会
有人一下给那么多钱，她一再向对
方鞠躬致谢。“其实不管别人帮助
我多少钱，我都会鞠躬。”程开礼
说，他和妻子曾经走过那么多城

市，潍坊绝不是最前卫最富裕的城
市，但是这里的市民却非常热心
肠，给他们捐助很多。不光给他们
捐助钱，中秋节当天还有市民特意
拿了一盒月饼给他们吃，让他们感
受到了像家里一样的温暖。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病情
能好些，可以走更多的城市，唱更
多的歌。”李传翠说再在潍坊待上
几天，她和丈夫李开礼就打算离开
了。天气要冷了，他们打算到南方
去过冬，目标是海南，去年就没有
在家过年，今年估计也够呛了。虽
然条件艰苦了些，但是他们已经爱
上了这种生活方式。

中秋节领到红包和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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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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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丈夫夫陪陪病病妻妻唱唱歌歌游游全全国国
在潍坊过中秋，遇到不少热心人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杨万卿
张浩 )今年中秋节是“常回家看

看”写入法规后的第一个节假日。22
日记者走访了潍坊市社会福利院及
部分社区，探望空巢老人发现，这个
团圆节比往年热闹了，但大家认为
这与新法实施并无直接关系。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法规
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
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
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条规
定被不少人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写
入法律”，不常看望老人将属违法。

22日记者走访发现，多数在社
会福利院代养或平日独自在家的空
巢老人，都在中秋和子女们吃了团
圆饭，“老无所依”的空巢老人很少
见。

家在苇湾社区的丁大姨今年73
岁了，她和75岁的老伴一起居住。三
个儿子平日都要上班，特别是二儿
子在淄博打工，儿媳也在那边暂住
着，照顾着丈夫。平时难得团聚的一
家人早就盼望中秋假期很久了。农
历八月十五，丁大姨的三个儿子全
都从工作中抽出身来，回到二老身
边，在家里张罗了一大桌子团圆饭。

“得有十口人吧！”丁大姨特别欣慰。
“我们家一起过中秋节从来没有过

特殊情况，必须全家人一起过。”
记者了解到，丁大姨作为所住

住宅楼的楼长，虽然已经70多岁了，
但按她的话来说，“还算是年轻的”。
原来，光是丁大姨居住的单元，85岁
以上的老人就不下5个，最大年纪的
老人有96岁高龄了。这次中秋团圆
节，在自己的儿子们还没回家时，她
就张罗了很多五六十岁的“年轻阿
姨”，和她一起去年龄更大的空巢老
人家里送月饼。

记者从苇湾社区居委会处得
知，据统计该社区的空巢老人共有
105户，社区工作者经常上门走访，
今年团圆节上门走访时，很多空巢
老人的子女都回来和父母团聚了，
子女没有回家陪老人过节的不到10
户。

随后记者联系到潍坊市社会福
利院，据了解，社会福利院代养老人
共计64名，中秋团圆节有9名老人跟
儿女回家过节，53名老人的儿女或
亲人专程来陪老人过节，2名老人没
有儿女陪伴。“今年比往年热闹很
多，但并不能说是受新法影响，除去
特殊情况少，年轻人的意识提高也
是一个原因。”社会福利院负责人提
到，今年有一位老人的子女在新疆
工作，老人的侄子特别来了福利院
陪他过了团圆节。还有的年轻人十
五赶不回来，十六也来了福利院。

““常常回回家家看看看看””入入法法后后首首个个小小长长假假探探访访

今今今今年年年年团团团团圆圆圆圆胜胜胜胜往往往往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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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记者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一庭了解到，到目前为止没有受理到
子女因未“常回家看看”而遭父母起诉
的案子。基层法院也未听闻有此类案
件。

据介绍，子女与老人之家出现纠纷
以至于需要通过诉讼解决，多数是因赡
养问题。不赡养老人或者赡养费给的比
较少，最终或许会出现以老人的身份起
诉子女的情况，但因未“常回家看看”
而遭到起诉的情况在潍坊还没有出现。

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殷志强认
为，“常回家看看”条款是一种倡导性
的“软法”，不具有强制性。该规定更
多体现的是对老人的一种关怀和精神慰
藉，把道德层面需要子女应尽的义务上
升到法律层面。

衡明律师事务所的李志平律师也认
为，新法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操作
性不是很强。“我认为这更是道德层面
上的问题，倡议性大于操作性。”

本报记者 杨万卿 张浩

潍坊未现

老人告子女不回家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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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中
秋，子女们都会回来
和老人吃团圆饭。

丁大姨和老
伴都70多岁了，身
体还很硬朗。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琳

李开礼夫妇和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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