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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赵丽华

从讲解员到老板
一直有孔孟文化相伴

苏艳芝最早与孔孟文化
结缘是1992年，那时她刚大学
毕业，在两孟景区担任讲解
员。

“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
很多游客都想买一些特色礼
品带回去留作纪念或送给亲
朋好友。”2006年，留意到这
些，苏艳芝凭着对孟子文化的
热爱，尝试研发包涵孟子文化
的小纪念品，经允许放到景区
旅游商店里出售，结果广受游
客喜爱。

苏艳芝受鼓舞，开始尝试
研发更多的孟子文化礼品，并

承包了两孟景区所有的旅游
商店。为了严格遵守税务合法
化，在邹城市文物局许可的情
况下，她注册了山东大儒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

当年，邹城市文物局决定
把孟府的“玉兰院”打造成“孟
府习儒馆”，委派苏艳芝策划
管理。经苏艳芝努力，孟府习
儒馆由最初的无人问津，到后
来成了海内外知名的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和青少
年德育教育基地。

在长年奔波劳累以及重
压下，2013年，苏艳芝被查出
患上重病。幸好，手术很成功。
经历生死后，苏艳芝更坚定了
传承国学的信心。那年她注册
成立了山东孟母教子文化交
流有限公司和“孟母教子”商
标，又接着成立了孟母教子读
书会。

孟母教子读书会每月三
次开展成人传统文化学习，周
末、寒暑假开展户外经典诵读
和亲子游。读书会还在全国举
行过百场公益学习和数十次
社会公益活动。如今，读书会
已有山西、南京、北京等十个
分会，全国有上万名会员。

“爱”作药引
夫妻相伴战病魔

一路走来，苏艳芝背后故
事鲜为人知。1993年，苏艳芝
与复员军人吴德斌相知相爱，
当时吴父身患脑梗，卧床不
起。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恋
爱，结婚成家。在这个家庭里，
婆婆先后照顾过四位老人，直
到老人们安详过世。婆婆孝敬
长辈、吃苦耐劳的品质，深深
震撼着苏艳芝。工作之余，苏
艳芝主动和婆婆一起担起了
照顾公公的责任。在婆媳俩的
悉心照顾下，公公的身体逐渐
好转，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慢慢
走路。

这几日，父亲身体不好住

进医院，丈夫吴德斌在跟前陪
护。可是，2005年的时候，丈夫
差点站不起来。原来，2004年
底的一天，丈夫骑摩托车不慎
摔了一跤，腿伤几个月不好，
直至突然有一天双腿不能动
弹，医生诊断其双腿股骨头缺
血性坏死。“那时候我也很绝
望，医学上称这个病是‘不死
的癌症’。”如今自己能行动自
如，吴德斌最感谢的就是妻
子。“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得熬
药到早上七点左右。晚饭后，
熬药的同时为我按摩、泡脚，
一天最多睡三个小时。”吴德
斌说，没有妻子，就没有自己
的今天。

经过悉心照料，丈夫的病
一天天好转，慢慢竟然能走路
了。可是，为了治病，夫妻俩欠
下了近30万元的外债。“钱不
够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
始，我开始琢磨研发孟子文化
小纪念品。”苏艳芝回忆说。

2015年，夫妻俩迎来事业
上的新征程。自家公司全部交
给了丈夫吴德斌管理，苏艳芝
调到邹城市圣城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工作，为邹城市

“文化兴市”贡献力量。
十几年来，儿子一越长大

成人。在父亲生病后，儿子自
己上学、放学，学会了洗衣、做
饭，承担了家里的一切重活。
当母亲生病后，他更是喂饭、
照顾起居。如今，儿子已经大
学毕业，独自在外创业，上学
时导演拍摄的《寻乐》微电影
获得全国最佳导演奖。

苏艳芝弘扬孔孟文化，坚守传承一线26年

一一家家人人用用爱爱战战胜胜病病魔魔，，勇勇往往直直前前
从两孟景区一名普通的讲解员，到创办山东大儒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成为孟府习儒馆首任馆长，外人眼中的她光
鲜亮丽。鲜为人知的是，26年来，她为事业打拼的同时，还照
顾着患病的公公和丈夫。多年的劳累和重压，苏艳芝一度被
查出患上重病，幸好，手术很成功。战胜病魔后，夫妻俩都走
上了新征程，他们用行动阐释了文明家庭的内核。

苏艳芝 (中 )
一家三口很
幸福。


	H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