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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稀稀老老人人的的
棉棉农农情情
——— 记“十大感动齐鲁老人”吴修佩
本报记者 秦国玲 见习记者 李沙娜

1 8 日，在吴修佩的

家中，记者见到了这位感

动齐鲁的老人。老人身着
领子边有点磨损的白衬

衫，显得很朴实，家里简

单的家具都擦拭得干干

净净，沙发上泛旧的沙发
套诉说着岁月痕迹。陪吴
修佩老人度过每天的，除

了老伴外，就是书房里那

些泛黄的资料和书籍。

2 0 0 7 年，吴修佩在

市 老 龄 委 的 支 持 下 于

众，办起了老年科研基

地。他把自己的手机号

码公布，给棉农提供棉

花咨询服务。他告诉记

者，那段时间是他过得

最充实的。除了照顾老

伴、钻研技术，剩下的就

是接电话。“特别是夏

天，中午、晚上，我都是

在 客 厅 的 长 椅 上 度 过

的，因为棉农平时都在

地里忙活，只有中午和

晚上有时间，所以他们

休息的时候就是我上班

的时间。”虽然工作量

大，生活秩序也完全被打

乱了，但吴修佩依然每天

乐此不疲地接电话回答

棉农的问题，不断开展关

于棉花种植的讲座。

2007 年 1 月 9 日下

午，吴修佩第四次接到

垦利县郝家镇张王村群

众的邀请电话，想想家

里得抑郁症的老伴，实

在脱不开身，但想想那

些需要帮助的棉农的殷
切期望，又于心不忍。经

过一番思量后，吴修佩

毅然把照料老伴的“工

作”交给了正在工作的

孩子。收拾好整理的资
料和简单的行装，他踏

上 了 前 往 张 王 村 的 行
程。不认识路的吴老，边

走边打听，一个多小时

后才到达目的地。一进

村，早早在村头等候的

村民们立刻围了过来，

没顾上喝一口水的他，

在村头就开始解答大家

的疑难问题。

让吴修佩感动至今

的是一个小孩子。吴修
佩边回忆边说：“那孩子
声音很甜，他一开口就

叫‘爷爷’，问我起床没，

说他爸爸不让他打扰我
休息，又给我念写在纸

上的字，就是咨询棉花

有 虫 了 ，应 该 打 什 么

药。”吴修佩让孩子把他

说的话写在纸上，不会

写的就用拼音，还嘱咐

孩子要是爸爸不明白再

给他打电话。

2 0 0 6 年，吴修佩自
己办起了《东营棉花》

报，谈起创办报纸的原

因时，吴修佩说，平时棉

农有记不住的问题，所

以创办一份报纸，帮助

棉农更方便地记住所要
问的问题，以便在每年

的种植、管理棉花过程

中减少麻烦。

“一张桌子、一把椅
子、一盏台灯、一个老

头！”吴修佩笑呵呵地说

起他办报纸时的景象。

《东营棉花》报，每月一
期。他把自己平日积累

的知识写成文字稿，交

给相关人码字、编版，自
己 找 了 一 家 企 业 做 赞

助，提供印刷、做版的

钱，仅仅出了 5 期，就因
他不小心摔倒，造成轻

微 脑 震 荡 而 不 得 不 停

止。这 5 期却无偿地印发
了 15 万份分发给广大棉

农。

吴修佩拿出他办的

《东营棉花》，记者看到

了保存完好的每一期报
纸，“那时候还年轻，一
天一夜不睡觉都没事。”

说起办报纸的不容易，

吴修佩似乎已经忘记了

那时的累，“有时候，老

伴睡了一觉醒来让我早

点休息，我才意识到已
经深夜了，虽然每月只

有一期，但是我已经尽

力了。”

2 0 0 7 年，吴修佩老

人 26 岁的小儿子还有 3

个月结婚，却突发心脏病
离开了人世，已经 65 岁的

他经历了“白发送黑发”

的悲痛。儿子的离去，给

吴修佩老两口带来了沉

重的打击。“老伴得了严

重的抑郁症，我也三个月

没有走出家门。”

说 起 自 己 的 小 儿

子，吴修佩老人的眼眶

涌出了泪花，“刚开始我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觉

得孩子就在他房间里，

可每次我打开房门才清

醒 过 来 ，他 已 经 不 在

了。”吴修佩老人边说边
叹气，“这是没有办法的

事，不能因为儿子的离

开，老两口就不活了，让

其他孩子也跟着伤心。”

吴修佩告诉记者，

老伴需要人照顾，棉农

朋 友 们 还 需 要 咨 询 问
题，他毅然站了起来，虽

然 想 起 小 儿 子 还 是 伤

心，但是“照顾好老伴，

继续给棉农朋友们提供

帮助，发表整理自己棉

花方面的论文是我现在

最重要的事”。

采访的最后，吴修
佩笑呵呵地说：“看到老

伴的病情一天天好转，

看到东营的棉花产量因
为我的帮助而增产，看

到论文又在国家级刊物
发表，心里就高兴，现在

我还在勤奋地工作，让

老年的时光继续发光发

热。”

历经多磨难 未了为民的心

自己办报纸 棉农的贴心宣传员

每天接电话 棉农的免费技术员

一名退休的农技师，一位白发送黑发的父亲，

不用更多的语言来形容他的荣誉，不用太多的掌声

去称赞他的业绩，也无需太多的悲怜去安抚他的痛

楚。“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一个老头！”他

办起了一份为棉农服务的报纸，小儿子离世、老伴

罹患严重抑郁症，他都毅然挺了过来。他就是 68 岁

的“山东省十大感动齐鲁老人”——— 吴修佩。

崔轩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I370983226)丢失，特此声明。

霜叶红于二月花

正是秋赏红叶时
秋季观赏红叶自然是最浪漫的事情。近

日，位于济南南部的山水奇葩红叶谷可谓游
人如潮，四面八方的朋友纷至沓来，或举家

远足，或携三五好友，只为一睹深深幽谷中

万山红遍的壮美景色。

景区适时引入了专业歌舞表演、 CS 野
战真人对抗、传统面塑手艺等娱乐项目，结

合原有的绚秋湖垂钓与划船、名人拓展训练

基地的专业拓展、兴教寺古寺祈福、圣水泉

边临泉品茗，一方面极大满足了游客们的旅

游消费需要，另一方面也为本届红叶节注入

了新的节庆元素，力求为广大游客奉献一届

盛况空前、活力四射的节庆活动。

红叶谷景区以自身独有的景观特色、良

好的精神面貌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为泉城旅

游业发展打下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红叶美

景为游客送去如画的祝福，业绩新高为秋季

旅游献上真挚的贺礼。

据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受济南近期天气

状况影响，本届红叶节的持续时间将会延

长，红叶谷今秋最美艳的时刻从 10 月下旬

会一直持续到 11 月的下旬。届时在红叶谷

景区十几条蜿蜒陡峭的山谷中，红叶满山，

层林尽染，将形成景区独有的自然景观。游
人穿行其中，可以真正领略到“霜叶红于二

月花”的美丽景色。 (侯俊超)

挂失声明

吴修佩从事滨海盐

碱地植棉技术工作四十

余年，引进推广棉花新品

种十余个，先后完成各级

科技项目 19 项。吴修佩
1963 年从济宁农校毕业
后分配到黄河三角洲从

事植棉科技工作。40 多

年来，他踏遍了东营的村

庄和棉田。

他研发出了“黄河三

角洲滨海盐碱地植棉简

化栽培技术”、“中长绒

棉选育及高产栽培技术”

等十多项技术，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其中“黄河三

角洲滨海盐碱地植棉简

化栽培技术”在东营市已
得到了广泛使用。

他培育的麻湾西瓜

一举填补了东营市没有

国家级农业名牌和山东

省国家级农业名牌当中

无西瓜两项空白。2 0 0 6

年吴修佩被东营市委、市

政府授予老龄先进工作

者称号，并入选山东省

“十佳模范老人”；2 0 1 0

年，被评为“山东省十大

感动齐鲁老人”。

吴修佩老人正在钻研关于棉植技术的书籍。 本报见习记者 郑美芹 摄

■ 6 年在国家级刊物《中国棉花学会

论文汇编》发表论文 8 篇

■ 13 年跑遍 5 个县区 30 多个乡镇、

400 个村庄

■ 14 年风雨无阻，每晚竞走 5 公里，

扩胸 30 次，引体向上 30 次

■ 14 年获得 9 个荣誉证书，5 个奖

杯

■ 6５岁丧子，老伴得严重抑郁症，依

然为东营棉花奉献

吴修佩老人获得的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