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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德镇前平村55岁的农家
妇女魏建玉，16年来无微不至
地照顾患病婆婆，倾其所有为
老人寻医治病。“我上有86岁的
婆婆，照顾老人本是应该的，我
下有儿媳妇，一言一行要为年
轻人做好样子。”在魏建玉看
来，她如今怎样照顾婆婆，将来
儿媳就会怎样照顾她，这就是
孝道的传承。

■16年来，带着婆婆四处求医问药

1984年，魏建玉嫁给了前平村的
程怀亮。结婚的时候，公公刚刚去
世，那时家里条件很困难。程怀亮会
木工活，魏建玉给丈夫打打下手，做
好家具之后，夫妻俩拉着地排车到集
市上去卖，赚点钱养家糊口。其间虽
然没少吃苦，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也
算知足。

公公去世后，魏建玉将婆婆当亲
妈侍候，街坊邻居都有口皆碑。“婆婆
年轻时没少下了力，没少吃过苦，现在
年龄大了，就得多让她享享清福，平时

多注意老人的生活，多嘘寒问暖，想尽
办法让她舒心。”魏建玉说。

1999年秋，婆婆突发脑血栓，在省
立医院住了7天，接着又转到县医院治
疗，住院期间，魏建玉一直侍候在婆婆
床前。“当时家里的钱都花没了，我就
去借，借了亲戚，借朋友，借了朋友，借
街坊，一千两千不嫌多，一百二百不嫌
少。”魏建玉说，她当时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给婆婆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大
夫，把老人的病治好。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在婆

婆患病期间，魏建玉一如既往地照顾
老人，从未说过一声苦，更没有半点怨
言。为了给婆婆治病，只要听说哪里
有好医院或者好大夫，对这个病治疗
有效，魏建玉就立马带着老人求医问
药。“有次听外村的人说，肥城一家
医院的针灸挺管用，她就租车拉着俺
娘到肥城，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后来
俺娘头疼，她又打听到聊城一家医
院，就又带着俺娘去聊城看病。”说起
这些年媳妇的付出，程怀亮心里有说
不尽的感激。

把把患患病病的的婆婆婆婆当当亲亲妈妈伺伺候候
好儿媳魏建玉：为晚辈做榜样，这是孝道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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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了个好头，儿子儿媳都很孝顺

“这些年为了给老人看病，花的钱
少说也有十万八万了。”但魏建玉和丈
夫并不在乎这些，“有钱就得治，没钱
借钱也得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人家
难受。”在魏建玉的精心照顾下，如今
婆婆的病情大有好转，已经能生活自
理了。

在婆婆患病的16年里，魏建玉没
回娘家吃过一顿饭，逢年过节也都是
下午去，呆上一会儿接着回来。“俺娘
也80多岁了，当女儿的没尽到孝心，总

觉得对不住亲娘，但婆婆身边离不开
人照顾，我也没办法啊。”对于魏建玉
的自责，老人十分理解，“你把婆婆照
顾好就可以了，你也是当奶奶的人了，
要多注意身体，不用太挂念我了”。

魏建玉生活中的言行给家里的晚
辈做出了榜样。儿子上班挣的第一个
月工资，就给奶奶买回来各种营养品。
儿媳平时也抢着照顾奶奶，给老人端
尿盆、叠被子、脱衣服，就连两岁的小
孙子也将好吃的东西往老奶奶嘴里

填。“看到一家人和和睦睦的样子，我
心里感到特别幸福。”魏建玉说。

魏建玉夫妻俩平时与人为善，经
常帮助家庭困难的街坊邻居。丈夫程
怀亮在帮邻居盖房时，从屋顶上掉下
来摔断了腿，自己花钱治病。邻居过
意不去，执意送钱，魏建玉就是不
要，“街坊邻居的，家里盖房本来钱
就够紧巴的了，哪还有闲钱，这钱不能
要。”魏建玉总觉得，对人要忠厚，要有
一副好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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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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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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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4167086，办公电话是15706411177。

孝子故里孝道人

请您推荐“身边孝子”

婆婆为儿媳获得“好媳妇”称
号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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