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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奶奶养养我我小小，，我我养养奶奶奶奶老老
十大孝子徐吉文：继奶奶也是亲奶奶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却
相处得胜过亲娘俩。”在孝里
镇姚河门村，提起徐吉文和
他的继奶奶，乡亲们无不夸
奖，徐吉文悉心照顾继奶奶
张庆英几十年，任劳任怨，比
亲孙子都尽心尽力。2015年3
月，在孝堂山孝文化旅游节
开幕式上，徐吉文被评为孝
里镇第九届“十大孝子”。

每年正月十六孝里镇庙
会，徐吉文都会用电动三轮车拉
着奶奶赶会听戏。

父母早逝，自小与继奶奶相依为命

不久前，徐吉文家刚盖了几
间新屋，如今奶奶张庆英就住在
条件最好的正堂屋里。虽然老人
已年过九旬，但看起来面色红
润，精神矍铄，身体还是很硬朗。

“这些年，之所以一直赡养照顾
奶奶，就是要报答她老人家对我

的养育之恩。”徐吉文告诉记者，
他的父母去世早，是奶奶张庆英
照顾他，将他拉扯成人，这么多
年来，娘俩相依为命，吃了不少
苦。

1959年，经人介绍，徐吉
文的爷爷和村里无儿无女的

张庆英结婚。但婚后不久，徐
吉文的爷爷就意外离世，张
庆英一直和徐吉文生活在一
起。“家里只要有什么好吃的，
奶奶都会留给我，她自己从来
舍不得吃”，徐吉文回忆说，在
那个物资匮乏、生活困难的年

代，奶奶张庆英用自己柔弱的
肩膀撑起了一个家。“那时候我
年龄小，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
奶奶一个人担着，她为这个家
操碎了心，虽然我和奶奶没
有血缘关系，但她一直没有
抛弃过我。”

为照顾奶奶，放弃外出打工

如今，为了在家好好照顾
老人，徐吉文夫妇彻底放弃了
外出打工挣钱的念头。“奶奶
年龄大了，离不开人照顾，只
有天天守在老人身边，我们
做晚辈的心里才踏实。”徐吉
文说，挣钱多少无所谓，他现

在在村子附近打打零工，种着
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一样能养
活好一家人。

无论天气怎样，每天清
晨徐吉文都会早早起床，为
奶奶洗脸、梳头、做早饭。尽
管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富裕，

但奶奶想吃什么、想要什么，
徐吉文都能尽力满足，平时
奶奶的生活起居，他更是照
顾得无微不至。逢年过节，徐
吉文夫妇都会提前为老人置
办一身新衣服，妻子为老人
准备好新棉衣、棉被，让老人

穿得干干净净，住得舒舒服
服。由于年龄越来越大，奶奶
肠胃吸收能力越来越差，牙
口不好，徐吉文夫妇总是尽
量把饭菜做得软烂可口，变
着法给奶奶改善伙食，让奶
奶吃得舒心。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通讯员 田会银

人杰地灵的长清是孝子故里 ,

郭巨埋儿的故事起源于这里 ,这个
二十四孝故事之一 ,虽然孝得有违
人伦,但中华民族崇尚孝道、尊老敬
老的优秀传统 ,是凝结成儒家文化
和中华主流文明的主体，从来没有
被抛弃过。孝与忠一起,构成中国千
百年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两大精神
根基。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设,更离不开忠孝两字。孝是对老人
和长者的尊敬 ,忠是对事业和信仰
的坚守。离开忠孝,我们的文明便堕
入虚无,一切皆无从谈起。

弘扬孝道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
要渠道，是媒体的责任担当。孝子故
里不乏孝亲人物 ,我们的记者在采
访中，许多长清“孝子”给了我们难
得的感动。这些草根人物生活得平
凡普通 ,却演绎出了人性的光辉 ,人
格的伟大。在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
心和长清饮用水有限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 ,我们推出这一系列报道 ,向这
些孝亲人物致敬 ,为他们喝彩 ,同时
也希望读者关注身边的平凡 ,挖掘
和发现更多的孝亲人物。如果您身
边也有令人感动的孝亲人物 ,请告
诉我们。我们栏目记者的电话是
1 8 3 5 4 1 6 7 0 8 6 , 办 公 室 电 话 是
15706411177。

孝子故里孝道人

请您推荐“身边孝子”

无微不至日夜陪在奶奶身边

目前老人的身体还很硬朗，
就算有个头痛脑热也很快能抗
过去，但徐吉文还是把治疗感
冒、高血压的常用药放在奶奶的
床头，以备不时之需。晚上为了
更好照顾奶奶，徐吉文又装了一
张床，和奶奶睡在一间屋里，夜

里老人一有动静，他就赶紧起
来，生怕奶奶有什么不适。

老人一直有听戏的习惯，
每年正月十六孝里镇庙会，徐
吉文都会用电动三轮车拉着奶
奶赶会听戏，“我都这把年纪
了，多亏了孙子一家人照顾我，

让我越活越安心。”说起孙子一
家，坐在三轮车上的张庆英老
人满脸的幸福。

几十年来，徐吉文对奶奶
的孝心，也深深感染着他的两
个女儿。女儿每次回家，都会先
来到老人跟前问候，陪老人说

说话，给老人捏捏身子。“奶奶
对我有养育之恩，她都这么大
年纪了，我不养谁养，我不仅要
对得起她，也要对得起自己的
良心。”徐吉文说，目前全家最
大心愿就是要照顾好奶奶，让
老人能够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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