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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善”的种子

生根发芽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聊城女子刘小芳是幸运的。
三年前身患重病、瘫痪在床的她
被前夫遗弃在茌平县卢庄村，多
亏十几位大娘轮流送饭甚至端
屎倒尿伺候，让她重获新生。大
娘们的点滴善行，带给了刘小芳

“恩似娘亲”般的温暖。如今的刘
小芳不仅在村民的帮助下找到
了自己的伴侣，还生育了孩子，
这是三年前的她无论如何也想
象不到的。

父母双逝的刘小芳将这些
帮助过她的大娘称为“亲娘”。

“亲娘们”都是普通的农村人，她
们大多不识字，之所以能对一个
陌生女子施以援手，绝不是为了
贪图物质上的回报，其实重病在
身的刘小芳也给予不了她们什
么。这些村民能长时间照顾一个
外来女子无怨无悔，并将其当

“女儿”看待，其实靠的是一种精
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她们
内心的“善念”。当这种淳朴的

“善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后，就显现出了它的可贵，不仅
拯救了身患重病的刘小芳，也成
为一粒“善”的种子生根发芽。

卢庄村没有华丽的、刻在纸
面上的村约、村规，却和周边其
他村一样有着深厚的乡村传统
文化，十几位大娘和其他村民的

“帮扶”行为看似自发，实则必
然。“这是条人命，到我们村就得
管。”6 5岁的村民王桂喜的话朴
素而温暖。看到有人需要帮助，
村民心底的善念被唤醒、激活，
没有任何犹豫去照顾患病的刘
小芳，别人提及，也只说做了她
们“理所应当”的事，这绝不是

“谦虚”或者“不好意思”，而是助
人者“行善积德”等内心想法的
自然流露。刘小芳的情况一天天
好转，有了笑容和生活的信心，
在大娘们看来，这就是她们付出
最好的精神回报。

大娘们的行为正在影响周
围村庄的年轻人。得知刘小芳的
困难后，邻近村子的人包括很多
年轻人主动凑了2万元，两次送
刘小芳到济南治疗。这说明，善
行不仅可以传诵，也能“传播”和
感染他人。大娘们的行为在获得
认同、有了“效果”后，让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到了帮助刘小芳的行
动。5日，一位老中医获知消息后
也愿意免费为刘小芳治疗。相信
有了更多人的帮助和关心，刘小
芳的病能有一个更好的治疗，生
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这就是善
行的力量，它让社会涌现出更多
像大娘们一样做善事的普通人。

善行的种子一旦播撒，就能
在社会上生根发芽。这些年，我
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凡人善
举”，在温暖他人的同时，也带给
社会正能量，温暖着整个社会。
大娘们的行为更加清晰地证明，
几千年来，这种“善”的观念其实
一直在中华大地上流淌，从未止
息。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激活
这种心底的善念，让“善”念转化
为行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去
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如此，我们
的精神生活才能更加丰富，社会
才会更加温暖、和谐。

“媳妇不孬，比儿子强”

12月6日下午，曾帮助过刘
小芳的几位大娘从宋连勇那里
得知闺女有治愈的希望，喜得
乐开了花。“昨天从大夫那里回
来，呼吸通畅了很多，原来一天
吃一个馒头，当天晚上喝了一
碗萝卜疙瘩汤，还吃了一个大
包子。”宋连勇的消息，给村里
带来了几分喜悦，大娘们的心
情也变好了许多。

其实，卢庄村的大娘们有
此善行并非偶然，村中人大多
厚道孝顺，善行孝举比比皆是。

说起今年55岁刘为芳的孝
行，村民仍会竖起大拇指夸赞。

刘为芳的母亲在脑出血后
成了植物人，她精心照顾四年，

“嘴对嘴喂饭，每天给老娘按
摩、擦洗身体，直到老人今年去
世，都是白白胖胖的。”一位村
民说，成为植物人这四年里，老
人根本没有意识，吃喝拉撒睡
都在屋里，但屋里一向干干净
净，一点异味都没有，这不是一
般人能做到的。

如刘为芳这样的孝行，在
村里一直上演着。

“媳妇不孬，比儿子强。”6
日中午，李树云80岁的婆婆躺
在专门为她盘的火炕上，吃下
儿媳妇喂的饭，之后便对自己
的儿媳夸个不停。

2012年，卢庄村李树云的
婆婆因为脑梗塞全身瘫痪，只
能躺在床上，全靠李树云照顾。

6日中午，李树云陪生病的
儿媳打完点滴，又回来照顾婆
婆。因为老人大小便失禁，院子
里晾晒着几件刚洗过的床单。
她每天为老人擦洗身体，一口
一口喂饭，两年来始终如一。

“只剩下一颗牙了，变着法
儿给她吃，鸡蛋羹、泡饼干，让
她尽量多吃些，这样精神能更
好些。”李树云一边喂一边说。

李树云今年已经57岁，婆
婆生病前，她每天的工作就是
给两个儿媳看孩子，让年轻人
上班。婆婆生病后，她的时间大
部分都用在照顾婆婆上，两个
儿媳妇也非常理解，暂停了工

作回家看孩子。
“儿女们都看着呢，我们做

好了榜样，他们自然也孝顺。”
李树云说，两个儿媳妇不忙的
时候也常来陪老人说话，受到
大人的影响，她只有三岁的小
孙女佳佳，有了好吃的总是想
着一直躺在炕上的太奶奶。

“儿子没让我生过气”

没有书面的村规、村约，村
里人共同遵守着老一辈口口相
传的教诲，并将它教给子女。村
里的年轻人不管是在聊城本
地，还是到外地打工，老人们言
传身教的孝敬父母、同情弱者、
厚道待人等朴素价值观，也被
他们随意播撒发芽。

今年60岁的窦传兴在济南
工作多年，每到周末都要回卢
庄村看望91岁的老母亲。

“这辈子，儿子从来没让我
生过一回气。”苏玉环老人耳不
聋眼不花，儿子媳妇回老家她
很开心。“儿子和媳妇孝顺，每
次回来都把冰箱里装得满满
的，能吃到他们下次来。”

老人说，“本来儿子想把我
接到济南，可我在那儿住了半
年，吃饭不习惯，也没人陪着说
话。”回到村里，每天有同龄的
老太太陪着聊天，日子过得很
舒坦。

“没有形成体系，也没法通
过语言表达出来，但确实有一
种乡村文化一直在默默影响着
我。”窦传兴二十多岁就到济南
打拼，村里一直以来和睦互助
的氛围让他怀念。

他说，离家前父亲曾告诉
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不可无”，母亲也嘱咐他做人要
厚道。走上社会他发现现实虽
然很复杂，可是守着善良的本
心，很多事情做得坦坦荡荡，问
心无愧，很快就得到了认可。

窦传兴还把父母教育自己
的朴素观念教给了唯一的女
儿，女儿又把这些教给了外孙。

“我女儿是个热心肠的人，这让
我感到骄傲。”现在，不到两岁
的外孙女也开始学着跟小朋友
分享玩具和食物。

“我们村的几任村干部都
很有德行，村里的凝聚力也很
强。”窦传兴说，这是村里人公
认的。1988年，二刘村成为博平
第一个村民自己筹资修路的
村。

到了2013年，原来的道路
年久失修，下雨没法走，村支书
一号召，大伙儿主动集资，在村
里的拿现金，外地打工的把钱
打到账上，一天的时间就募集
了114600元，修完路，又装上了
路灯。

“姑娘都愿嫁我们村”

“没有打架的，没有丢过东
西的，嫁女儿的听说是我们村
没有不乐意的！”12月6日上午，
茌平县博平镇二刘村村支部书
记刘汝石自豪地向记者说。

二刘村村委会下设二刘
庄、卢庄、小辛庄三个自然村。
全村820多口人。12月5日，二刘
村村两委换届选举完成，今年
57岁的刘汝石再次以全票当选
村支部书记，这是他当村干部
的第29个年头。从1985年开始，
当兵五年返乡的刘汝石以直率
实干的性格被乡亲们认同。

“我们村从解放以后就只
有四位村支部书记，刘汝石是
第四个。”王增文54岁，担任村
里会计十多年，因为家在卢庄
村，卢庄村里的大小事情都找
他。王增文说，三个前任的村支
部书记有两个是山东省劳模，

第一任村支部书记刘为山还是
山东省第一批劳模。

“好的村风不是短时间内
可以形成的，我们村的底子
好。”刘汝石说，刘小芳流落到
卢庄村后，能得到几乎全村乡
亲的照顾和帮助，并非偶然。二
刘村从以前的先进大队到现在
的先进村、文明村，几乎每年都
得奖状。

在二刘村村委会门外，一
幅善行义举四德榜张贴在墙
上，在个人品德优秀典型一栏，
公布着“好婆婆”、“好媳妇”、

“好女儿”、“好妯娌”的照片；家
庭美德（孝德）栏公布了老人姓
名、子女姓名，将生活保障细化
到养老金、粮食、油料、衣服、住
房、医疗，把精神慰藉具体到回
家看望父母的次数、帮父母做
家务的次数。

“我们把好名声看得比啥
都金贵！”刘汝石说，四德榜三
年更新一次，大家争着做好事，
村风越来越好。“有不孝顺的、
偷鸡摸狗的，肯定被戳脊梁骨，
这些年我们村没有出现过这样
的事儿。”

近年来，村里的新房越盖
越多，刘汝石却仍然居住在30
年前的老房子里，他的母亲85
岁，一场重病后瘫痪在床，只能
从鼻子插管喂饭，刘汝石也在
践行着他的孝道。

“我们以后要慢慢整理这
些故事，做成村训留给子孙，发
扬光大。”刘汝石说。

卢卢庄庄村村的的良良善善基基因因
卢庄村，是聊城茌平一个不足300人的自然村。前两年，村里一群

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大娘，用发自内心的善念挽救了一条绝望的生
命。为身患重病、连筷子都拿不起、被前夫遗弃在村里出租屋的刘小
芳，轮流送饭、端屎倒尿，让她重拾生活信心，还给她找了个丈夫。最
近小芳不但生了个胖儿子，还有了医生免费给她治病。而大娘们的
善行并非个例，更非偶然为之。农村人的淳朴与善念在村里代代相
传，播撒着良善的基因。

村里张贴着善行义举四德榜。本报记者 李军 摄

6日中午，卢庄村的李树云给瘫痪在床的婆婆喂饭。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儿子和媳妇从济南回来，91

岁的苏玉环老人很开心。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恩似娘亲
十几位大娘轮流照顾病瘫女子

本报记者 郭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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