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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于梅 张帅） 长清是孝子故
里，孝文化是长清地域性特色
文化之一，孝亲敬老之风淳朴
而热烈。23日上午，在长清区
孝文化主题店峰山路孝里人家

（丰山宜家）酒店，由本报长清
记者站主办的2015年度孝亲
之星评选表彰座谈会气氛热
烈，孙宗珍、张士森等十位长清
孝子脱颖而出并得到表彰。

23日上午九点半，座谈会
开始，本报《今日长清》编辑部
公布评选出来的十位“孝亲之
星”人物名单，长清区委宣传
部、文明办、自来水服务中心、
团委、相关负责人和孝里人家
酒店李俊总经理随后为长清区
十大“孝亲之星”颁发获奖证
书，获奖者代表先后发言，简要
介绍了自己的孝亲事迹。他们
中，有任劳任怨照顾毫无血缘
关系的继奶奶几十年的潘立
春、徐吉文；与再婚丈夫一起为
前夫父母养老的孙宗珍；40多
年来，待婆婆如亲娘一样悉心
伺候的邢学香；同时照顾家里
四位重病老人的农家妇女李
文；为照顾母亲，70岁还要种
庄稼，当清洁工的张延荣；建老
年公寓，替员工集体养老的企
业老板张士森；年仅14岁，就

要照顾重病父亲的李慧敏；给
痴呆婆婆养老送终，让娘家妈
安度晚年的高玉英；为伺候88
岁老母，57岁仍未成家的方凤
炳。其中，方凤炳、高玉英、邢学
香因照顾老人或脱不开身而未
到现场。

《孝子故里孝道人》栏目的
通讯员代表，来自归德镇的马
光仁老先生在发言中认为，“孝
里是真正的孝子故里，弘扬孝
道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渠
道,是全社会的责任担当。孝里
更是涌现出了大批孝亲敬老的
先进个人，在采访中，代表人物
的所作所为也深深感染了我，
打动了我的心。”长清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王新勇先生回顾了与
本报多年的工作联系，盛赞本
报和本报《今日长清》编辑部在
弘扬主旋律、激发社会正能量
方面做出的努力，肯定这些公
益活动，也体现了晚报坚持自
身主流大报品位、服务读者、奉
献社会的一贯理念。

孝里人家总经理李俊女士
表示，此次赞助孝亲评选活动，
也是孝里人家作为孝文化主题
酒店公益行动的一部分，下一
步将联合晚报《今日长清》编辑
部，推出更多关爱老年人、奖励
孝道善举的公益活动。

关关于于孝孝，，他他们们如如是是说说

在座谈会现场，“孝亲之星”代表、通讯员代表、读者代表、参评单位代表
等10余人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自己对“孝”的理解，引起了在场所有
人的共鸣。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于梅

读者代表司云芹：

父母老了，需要关爱
“所谓孝亲，就是好好孝敬

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父母是
我们人生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用
爱心养育我们的身体，用智慧启
迪我们的思想，用美德陶冶我们
的品格。父母是世界上最无私的
付出者，而今天我们的父母不再
年轻，年纪大了，更需要人照顾。
作为儿女，我们要善待好自己父

母的同时，也要善待身边他人的
父母。”司云芹说，作为“幸福健
康大家庭”的发起人，她曾组织
部分成员分别到文昌敬老院和
南山敬老院，给老人们送去新买
的衣服，教他们做拍打经络健身
操，用这种方式强身健体，同时
也让老人们感受到自己并不孤
单，还有人会去关心他们。

自来水服务中心副书记王祥忠：

长清应在道德阵地上做领跑者
“今天来参加座谈会，我有

三个感触：首先，我来到孝里人家
酒店，看到酒店从一楼到三楼，墙
上都挂着‘24孝图’，让我感受到
了浓浓的孝亲文化，很符合酒店
的主题特色；其次，我听了“孝亲
之星”代表的发言，很受感动，他
们都很淳朴，都有一颗感恩的心，
特别是潘立春、徐吉文两位，他们

任劳任怨照顾毫无血缘关系的继
奶奶几十年，确实让人感触很深，
值得我们去致敬、学习；最后，我
要感谢咱们《齐鲁晚报》的孝亲之
星评选，这个活动不仅能弘扬长
清本地的孝文化，还能为社会传
播正能量。”王祥忠表示，长清是
孝子故里，更应该在全国道德阵
地上做领跑者。

长清孝里人家酒店总经理李俊：

孝顺是做人的本分
“古语说得好，百善孝为先，

不忘父母恩。我觉得不管你多有
钱，不管你的官职有多大，都要
去善待身边的老人，因为孝顺是
做人的本分。”李俊说，每一个人
如果立足自身、家庭、社会，以善
为本，以孝为源，便能感知到生

活的美好，达到人生的至高境
界。“我经营酒店已经十多年了，
一直以‘孝文化’作为我们酒店
的主题。接下来，我在做好长清
传统美食的同时，更要带动身边
的人尊老、爱老，弘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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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革命遗属张兰芝改嫁到潘家，20年
前，她突发疾病半身瘫痪。老人无儿无女，作为
孙子，潘立春承担起了照顾继奶奶的义务。为了
给老人治病，潘立春辞去当时的工作，拿出家中
的全部积蓄，使老人转危为安。如今，张兰芝老
人虽已是97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

潘立春
文昌街道长箭公司职工

2009年，孙宗珍的前夫在车祸中不幸遇难，
孙宗珍也因此受了重伤。身体康复后，孙宗珍与
现在的丈夫顾刚走到了一起，共同照顾前夫的
父母。作为前儿媳，孙宗珍悉心照顾两位老人的
衣食起居，给予老人最大的精神支持。现在一家
5口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孙宗珍
孝里镇广里店村村民

现年65岁的邢学香，与丈夫刘学增一起，40

多年来，用言行传承着孝老爱亲美德，经营着五
世同堂的大家庭。邢学香不仅是持家能手，还是
孝顺儿媳，她待婆婆如亲娘一样悉心伺候。107

岁的婆婆虽然年事已高，但在儿媳的照料下，仍
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

邢学香
张夏镇井子村村民

43岁的李文，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硬是担
起了照顾家里四位老人的重担，她却从没为此
喊过苦和累。多年来，她伺候着瘫痪在床的爷
爷、公公，照料着不能自理的奶奶、婆婆，她用孝
心和付出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幸
福的家。

李文
归德镇曹楼村村民

张士森15岁时就外出打工，父亲去世后，他
只身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使母亲得以安享
晚年。多年来，他先后为贫困老人、家庭捐款上
百万元；建老年公寓，替公司员工集体养老，他
用一笔笔善款促进当地敬老事业发展，在默默
奉献中诠释着孝老爱亲的真谛。

张士森
山东福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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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吉文因父母早逝，
自小与继奶奶相依为命，为照顾奶奶，他放弃
了外出打工挣钱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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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吉文
孝里镇姚河门村村民

70岁，应是安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可归德
镇永平村70岁的张延荣却仍下地种庄稼，在
村里当清洁工。他如此“拼命”，就是为了多挣
些钱，用来照顾好家里患有直肠癌和类风湿
关节炎的95岁老母亲和身患残疾的老伴。他
用孝心独自撑起一个家。

张延荣
归德镇永平村村民

每天清晨六点，在孝里镇马岭村这个宁
静美丽的小山村里，年仅14岁，在读初三的李
慧敏早早就起床生火做饭了，倒水、淘米、馏
馒头……瘦弱的她已将这些家务琐事熟练掌
握。因父亲病倒，年幼的她不得不早当家，她
说要努力学习，用成绩回报父母。

李慧敏
孝里中学学生

60岁的农家妇女高玉英，是一位孝心如
金、人见人夸的好媳妇。丈夫身体不好，高玉
英在外出打工，料理家务的同时，还长期独自
照顾患有老年痴呆且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婆
婆，一直到老人去世。为了尽孝，婆婆去世后，
她又将娘家妈接到身边，悉心陪伴照料。

高玉英
万德镇小万德村村民

57岁的方凤炳，至今没有成家，多年来，
他一直和88岁高龄的老母亲吃住在一起，悉
心伺候着身患多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人，不怨不忿，不离不弃，四年如一日的坚守
着。为照顾母亲，他放弃外出打工挣钱，对他
来说，还能继续喊声“娘”是件幸福的事。

方凤炳
孝里镇方峪村村民

本报记者 张帅 实习生 于亚非 整理

座谈会现场。本报通讯员 张庆雨 摄

本次座谈会的举办地——— 长清孝里人家酒店

长清书法家高常忠先生为本次座谈会题写的“孝行天下”。本报记者 于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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