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25日 星期四A07 好山东 好 人 / 好 品 / 好 客

编辑：于海霞 美编：陈明丽 组版：颜莉

被﹃
老
头
乐
﹄追
尾
以
后

一
帮﹃
好
人
﹄让
一
起
追
尾
事
故
变
成
暖
心
故
事

文/片 记者 李从伟 易雪
通讯员 王友芹

悉心照顾

近日，嘉祥县金屯镇高庄村的一处农家
院里，堂屋里传出抑扬顿挫的戏曲声，高王
氏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屏幕，听到欢心处，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虽已是104岁高龄，但
老人眼不花、耳不聋，清瘦的脸庞平静、从
容，整个人看上去清清爽爽。

“俺娘一辈子也没啥爱好，就爱听戏。”
今年76岁的高培力笑着说，只要母亲不出
门，他就把电视调到戏曲频道，自己爱看的
节目也得“让步”。“咱也不知道她老人家
是不是看得懂，不过只要她乐意，咱就得顺
着她。”

上午10点，到了给母亲加餐的时间，高
培力来到厨房忙活起来。用开水冲熟打好的
鸡蛋液，把煮熟的羊肉切成小块放进破壁机
打碎，取出后放入碗中搅匀，滴入两滴香油，
一番操作下来，一晚热气腾腾的羊肉鸡蛋汤
就做好了。高培力端到母亲面前，一勺一勺
喂给老人吃。

高培力说，母亲年纪大了，牙掉光了，吃
东西只能吃软和的，为此，他专门买来绞肉
机、破壁机，把肉和菜等食材打碎，有时也会
用新鲜水果榨汁，想尽办法给母亲增加营
养。“母亲一顿吃得少，为了跟上营养，上午
和下午各加一次餐。”

招呼婆婆起床，梳洗打扮，衣服脏了及
时洗，被褥旧了就置办新的，隔三差五赶集
买肉买菜，给婆婆增加营养……同样悉心
照顾高王氏的，还有高培力74岁的老伴高
梁氏，“婆婆把爱给了全家，照顾她既是替
丈夫尽孝，也是做儿媳的责任和义务。”高
梁氏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母亲长寿是我们
修来的福分。”高培力说，“现在进了家门，能
喊声‘娘’，有人答应，就很幸福。”

言传身教

高培力说，这份孝道是受母亲的影响，
从小就在心底扎根了。“母亲一辈子都是在

忙忙碌碌中度过的。”高培力回忆，除了拉扯
他们姐弟4人，母亲白天忙地里的庄稼，晚上
还要纺棉、织布，补贴家用。

母亲的教诲也让高培力铭记于心。高培
力回忆，打记事起，他就经常看到母亲孝敬
爷爷、奶奶，吃饭时要等爷爷奶奶动了筷子
后，儿女们才能一块吃饭。家里偶尔买点好
吃的，要先给爷爷奶奶送去。“母亲常给我们
姐弟4人说，做人要孝敬长辈、勤俭持家。”

高培力清晰地记得，自己10岁那年，奶
奶生病卧床，母亲床前床后伺候。特别是在
数九寒天，母亲都要抱着换洗的衣服和床单
去村头结冰的河里洗，手冻得裂开了口子。

“每次看到母亲的手，心里就疼得慌。”
“姐姐和妹妹出嫁时，母亲也是再三叮

嘱：嫁过去后，要把公婆当作自己的亲生父
母对待，不能有二心。”高培力说，母亲不会
说高大上的话，但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孩子
们做着榜样，也就在那个时候，孝的种子在
自己心底生根。

高培力说，母亲一辈子拉扯四个孩子，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如今，日子好了，母亲年
龄也大了，他就想着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母亲
多吃点好的。“把以往没享的福都补回来！”

接力传承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高培力的儿
子高同锋、儿媳张秋荣也在接力传承着这份
孝道。“父亲这两年左腿膝关节不好，不能干
重活，母亲也有高血压，需要常年吃药，身体
一年不如一年。”高同锋说，所以自己要主动
担起照顾奶奶和父母的担子。

高同锋的家在村东，距父母家有1000多
米，一年到头，总能看到他们夫妇俩的身影。
每天忙到再晚，他们都要去父母家里看看，
聊上几句家常就没“心事了”；家里做好吃
的，都会先端着送过来，让奶奶和父母吃上
第一口；赶大集，也没能忘了给老人买些爱
吃的糕点，奶奶和父母各一份……

“高培力一家人用朴实的行动践行了中
华民族的传统孝道美德，传递了满满的正能
量，成为街坊邻居的美谈，是我们村孝老敬
老的好榜样，下一步，我们也将号召村民向
他们学习。”提起高培力，高庄村党支部书记
高同全竖起大拇指。

七旬夫妇照料百岁母亲
能喊声“娘”就是幸福

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济宁市嘉祥县金屯镇高庄村村民高培力和老伴
均已年逾七旬，他们精心照料104岁高龄的母亲高王氏，从一日三餐到生活起
居，照顾得无微不至。“迈进家门，能喊声‘娘’，就是幸福。”高培力深有感触地
说，如今儿子、儿媳又接过“接力棒”。

孝老之风从小小的院子飘到十里八村，传为佳话。

近日，一则“高坡
爷爷祝你平安顺遂”
的视频，在网上掀起
一股暖流。

高坡爷爷是谁？
山东济宁邹城孟女士
送孩子上学途中被

“老头乐”追尾，追尾
者正是“高坡爷爷”。
原来，老人着急给孙
子买药，一时心急造
成这场事故。没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让这一起追尾事故变
成了暖心故事。

记者 李静 见习记者 刘志坤

承担责任的老人

日前，孟女士告诉记者，“没想到那天发
生的小事，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时间回到1月18日早晨，孟女士在送孩
子上学途中，被一辆“老头乐”追尾。“当时内
心很恐慌，怕对方不讲理，怕自己不会吵架，
怕人多尴尬。”

下车后，孟女士询问大爷是否有保险。
大爷回答：“我没有保险。你看看需要赔多少
钱，我给你。”孟女士当时仍然心生怀疑，要
真赔偿的费用高，对方肯定不舍得。

孟女士得知大爷是邹城市大束镇人，孩
子外出打工，孙子生病，他来给孙子买药，结
果心急之下造成了追尾。

经过咨询，孟女士得知修车大概需要
600元，但她不好意思向大爷要。大爷没有推
脱责任，先开口了，“我现在手机里有800元，
我给你600元，如果还差点，你自己补补行
吗？这事是我做得不对。”

孟女士问他，“你给我600元，只剩200
元，还够不够买药？”大爷连说：“够了够了。”
孟女士便打算先送孩子上学，然后去修车，
如果不需要这么多钱，再把钱退给大爷。

临走时，孟女士看着大爷低头站在原
地，“600块钱对他来说肯定很多，但是他觉
得自己做错了，哪怕再多，也要去承担。”

能帮忙就帮忙的汽修厂

送完孩子之后，孟女士去附近的汽修店
维修，“人家用烤灯烤热之后把凹进去的地
方推出来，一分钱也没收，还告诉我，人没事
就行。”

孟女士接着把钱还给了大爷。在电话
里，大爷却一直说：“汽修厂没收你的钱，但
我得给你钱。你留点，你留点。”

记者也联系到了给孟女士修车的邹城
市亚鲁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王
女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件事情。王女士说：“当
时车后杠全都凹进去了，我们工人一点一点
给顶出来的，不过没有上漆。我们就搭上点
功夫，搭上点电费。听说了她被追尾的事，感
觉大家都不容易，咱能帮忙就帮忙。”

孟女士说，“我们开车难免有磕磕碰碰，
我觉得大爷很敞亮，我遇到的汽修厂老板也
很大气，这些都让人感动。”

故事的闭环

孟女士将故事发布到平台上，文章结尾
写到，“高坡爷爷，祝你平安顺遂。”

评论区里，写满温暖的留言。“相比于大
爷，汽修厂没要钱是我感觉最不可思议的。”
大爷勇于承担责任，作者对大爷的过失善解
人意，汽修店乐于助人。”“这就是我小时候
以为的世界。”“这个世界完成了一次温暖的
闭环。”

孟女士在评论区里续写了这个故事的
另一条平行线。当时被追尾后，孟女士下车
查看，女儿在车上吓哭了。她嘱咐女儿，“没
事，你在里面等着。”

女儿放学后，孟女士
接到女儿，并告诉她，“今
天这个事，妈妈发脾气了
吗？还有爷爷是不是敢于
承担自己的责任？”女儿
一直点头说：“我也觉得
爷爷很好。”

孟女士感慨，“也许
大爷一害怕不承担责任，
也许我一生气非逼他要
钱，这一切的结果都会不
同。”她想告诉女儿，以后
她长大了，也会遇到很多
人，很多事，讲理也好，不
讲理也罢。多一丝善意，
别管能不能有同样的回
馈，总归是好的。

孟女士说，“你只要
心怀阳光，这世界永远都
是你小时候看到的那
样。”

高培力和母亲在一起，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孟女士的车被追尾后凹进去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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