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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跛腿偻背挑起赡养六老重担
济南市民刘得山以残疾之躯支撑起一个特殊大家庭
本报记者 穆静

结婚成家后

他没有分家单过

刘得山今年42岁，身高不足
1 . 5米，先天性驼背，没有右脚和
右小腿，靠假肢行走。刘得山在王
家村开了一家小诊所，靠给本村
和附近几个村的村民看病挣钱养
家。

诊所挣钱不多，虽然生活不
富裕，刘得山还是毅然担起了赡
养父母和另外4位无儿无女的老
人的重担。

4位无儿无女的老人分别是
刘得山的爷爷、大伯父、大伯母、
二伯父。爷爷并不是刘得山的亲
爷爷，而是论辈分叫爷爷，由于家
境贫寒，一辈子未成家。大伯父和
大伯母没有孩子，二伯父是抗美
援朝的老战士，在一次战斗中右
腿负伤，无法干重活，也未成家。

刘得山小时候，与父母和4位
老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2000年，
刘得山结婚了，不少人劝他分家
单过。在村里盖个房子花不了几
个钱，几年里刘得山也攒下一笔
钱，有能力盖起房子。但望着父母
和其他4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刘得
山没有这么做。“老人们年纪越来
越大了，需要人照顾。住在一起我
可以时时照顾他们，如果分开了，
万一老人们有个啥事情，我赶不
过来怎么办？”

最忙的时候，

连喝水的空都没有

结婚十几年来，刘得山都是
家里起得最早和睡得最晚的人。
每天早上5点多，刘得山就起床，
准备好出门为病人看病的药包，
再到老人屋里把老人的尿盆倒
掉，然后伺候老人们吃饭，给老人
喂药。而晚上，等老人们都睡下
了，刘得山检查一遍他们的被子
是不是盖好了，门是不是关好了，
才放心地睡觉。

因为村里交通不便，谁家如果
有人病了，刘得山经常要上门看
病，忙的时候一天要到20户居民家
里看病。赶上家里老人们生病时，
他除了要出诊外，还要照顾老人。

如果活动过多，刘得山假肢与
右腿接触的部分会磨得很疼。到了
冬天，由于血液循环不好，刘得山
的右腿很凉，冻得发紫。往往气温
还没到零度时，右腿就会冻伤冻
破。“一走路钻心地疼，但要出诊，
还有老人要照顾，只能忍着。”

“老人们身体都不好，有时
候三四个老人一起生病。”刘得
山告诉记者，赶上老人一起生病
的时候，是他最忙的时候。这时
候，刘得山尽量在上午出诊，下
午或晚上在家给老人们输液。老
人一生病胃口不好，为了给老人
们加强营养，刘得山和妻子都想

着法儿地给老人做菜做饭，每天
变换花样。从早上5点忙到晚上
10点，刘得山一天连喝口水的空
都没有。

在刘得山的悉心照料下，大
伯父和大伯母都活到80多岁，年
过九旬的爷爷则在今年4月份去
世。目前家里还有父母和二伯父
三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要照顾。

孝心感动乡里

赢得社会赞赏

2011年，刘得山的爷爷生病，

医药费花了近万元，几乎是刘得
山一年的收入。刘得山告诉记者，
每年为老人们看病要花费他大半
的收入，但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

“一个壮小伙子照顾父母都
挺有负担，何况他一个残疾人照
顾了6位老人啊。”刘得山的孝心
感动了无数的人，成为街坊邻居
传诵的佳话。

王家村的乡亲们都说，正是
由于刘得山，刘家一直没有拆开
过，没有儿女的爷爷和俩伯父也
才有人养老。

“我身有残疾，小时候爷爷、

伯父不嫌弃我笑话我，而是很照
顾我，他们上了年纪我怎么能忍
心撇下他们。”谈起照顾老人的
原因，刘得山的话语朴实而坚
定。

刘得山身残志坚、赡养老人
的事情传开后，不但得到了乡亲
们的尊敬，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
认可。2005年，刘得山家被评为济
南市市中区“十星级文明家庭”，
2006年被评为济南市“十佳泉城
文明人家”。2007年，刘得山被评
为“济南市道德模范”，2009年被
评为“山东省道德模范”。

17年，她用母爱“喂”大脑瘫女儿
烟台市民李纳用永不言弃的母爱为女儿营造一片天空
本报记者 柳斌

一口一口嚼饭

喂脑瘫女儿
9月23日下午4点，记者来到

烟台市芝罘区福安小区李纳的家
中时，她正在照顾她的大女儿王
雪琪。十七岁，正是花一样的年
纪，而王雪琪对于这个世界却一
无所知。她看上去比常人瘦小，坐
在一个特制的木椅里，一脸无辜
的样子，上身在椅子里前后不停
地晃。

“这些年一直这样，好不了
了，从中午到现在她啥也不吃。”
李纳说着，拿出一瓶牛奶倒进杯
子里，想让王雪琪喝一点，但她犹

如一个孩子，头晃来晃去总是不
肯喝。李纳用手摸了摸王雪琪的
额头说，昨天感冒了，今天还有点
发烧。

“这孩子生命力够强了，从生
下来就吃了太多的苦。”李纳说，
从女儿降生之日起，就注定了这
个家庭的磨难。孩子后来被诊断
为脑瘫，这个病没有好转的可能，
即便是治疗，最长也仅能维持四
年的生命，而且继续治疗意味着
精力和财力的无尽耗费，亲朋好
友都劝她放弃。

初为人母便遭受这样的打
击，这是李纳始料未及的，一番痛
苦和挣扎过后，面对女儿稚嫩的
小脸，李纳毅然作出决定要好好
养着女儿。“看着一个鲜活的生
命，想放弃真的有些舍不得。”李
纳说，她从没有想过丢掉女儿，家
人也支持把这个孩子养大。

从此孩子的生活就是躺在床
上或者坐在特制的椅子上，王雪
琪从小就没有咀嚼和吞咽能力，
李纳就把饭嚼得细细的喂下去，
由于孩子的吞咽能力差，常常喂
进去又吐出来，一口饭要反复多
次才能吃下去，等喂完了女儿，饭
菜也凉了，她自己就胡乱对付一
点，然后骑着自行车走十多里的
路到单位上班。

17年

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李纳和丈夫从没有放弃过这

个特殊的孩子，他们多次带着女
儿到各地求医问药，哪怕有一丝
希望，也全力一试。为了给女儿看
病，她省吃俭用，节衣缩食。钱花
了不少，但得到的结果却一次又
一次令她失望。昂贵的费用使这
个本不富裕的小家庭更加拮据，
即便这样，李纳也没有抱怨命运

的不公，而是加倍地呵护女儿，她
一边勤恳工作，一边细心照顾卧
床的女儿。

女儿大小便失禁，李纳从不
嫌弃，换床单、拆被子、洗尿布，总
是忙个不停，只要她在眼前，就
决不让女儿穿着脏衣服、睡脏褥
子。最担心的是下雨阴天，尿布
不容易干，女儿就得遭罪。白天
还好说，最难熬的是夜里，女儿
拉了、尿了，不管自己有多困、多
累，李纳都会立即爬起来，给女
儿收拾；怕女儿一个姿势躺久了
不舒服，她就每隔一段时间便帮
她翻翻身，按摩一下身体，在她
的精心呵护下，尽管女儿常年卧
床但并没有得过皮肤病，身上总
是干干净净的，而她自己却几乎
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添置过一
件新衣服。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大女儿7岁时，小女儿降生了。从
此，李纳更加忙碌起来。常常是这
边大女儿刚收拾完，那边小女儿
又哭叫了。或许上天垂怜这对苦
命的夫妻，小女儿健康长大，既聪
明伶俐又乖巧可人，让这个家庭
终于有了久违的温馨。

丈夫为了照顾孩子，主动要
求上夜班，这样就可以在李纳白
天上班时在家照顾大女儿。每年
的长假，别的家庭都会全家外出
旅游，但在李纳一家却是想都不
敢想的事。

孝敬公婆

像对待自己父母
呕心沥血养育两个女儿的李

纳更能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易，

因此对待公婆像自己的父母一样
孝顺体贴。在为女儿辛苦操劳的
同时，她不忘关心公婆，尤其是
2000年公公患了癌症后，李纳更
加挂心，挤出有限的工资给公公
买营养品，并隔三差五做上好吃
的让丈夫给公公送去，左邻右舍
都夸李纳是个好媳妇。

2006年，公公的癌症到了晚
期，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时，李
纳的小女儿才刚刚四岁。公公病
危住院的日子里，她每天天不亮
就得起床做饭，先把大女儿喂饱，
叫小女儿起床梳洗，然后带着小
女儿去医院把专门做的病号饭送
到公公病床前，再把小女儿送去
幼儿园，自己赶去上班。下班后，
回到家先安顿下女儿，再马不停
蹄地到医院送饭，之后再回家照
顾孩子。

公公去世后，李纳又把婆婆
接到家中照顾着。2011年冬天，年
迈的婆婆不慎在雪地里摔断了
腿，住院治疗长达四个月。那段时
间，李纳既要跑医院照顾婆婆，端
屎倒尿，送饭喂药，还要照顾两个
女儿，人累得瘦了一大圈。在李纳
的悉心照顾下，婆婆康复出院，而
她自己却由于日复一日的操劳，
落下了腰肌劳损。

李纳，用母性的坚强挑战多
舛的命运，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
庭的责任，用永不言弃的母爱为
女儿撑起一片明媚的天空。如今
大女儿已经十七岁了，打破了医
生最长活四年的预言，小女儿也
上小学四年级了，获得的奖状挂
满了客厅的一面墙，而且还能帮
助妈妈照顾姐姐，让李纳倍感欣
慰。

在济南市市中区兴隆街道办事处王家村，提起刘得山来，村

里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刘得山先天性驼背，一出生就没有右脚

和右小腿，但却赡养了父母和另外4位老人，以自己的残疾之躯支

撑起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

刘得山伺候母亲吃药。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有时候她发病了，看

着 她 忍 不 住 就 掉 眼

泪……”看着亲生骨肉天

天遭罪，44岁的李纳有些

无奈，但是她从来没有放

弃，虽然女儿出生不久就

被鉴定为先天性脑瘫。女

儿没有咀嚼能力，她就一

口一口喂，女儿大小便失

禁，她就端屎端尿，这一伺

候就是17年。

▲李纳给女儿王雪琪
喂水。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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