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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他为老母和侄女撑起一片天
泰安蔚永彦尽心孝敬88岁母亲，待侄女如亲生女
本报记者 邵艺谋 通讯员 李娜

64岁的他至今未娶

12日下午 5点，东平县沙河
站镇沙南村南的一片地里，蔚永
彦扛着一把铁锹，在自家的 4亩
多地里浇水，指望能有个好的收
成。“多收点粮食，就能多卖点
钱，让老娘和红丽生活更好些。”
蔚永彦说。

今年 64岁的蔚永彦个子不
高，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皱纹，身
上的衣服沾满了土，因为常年劳
累，他的背看上去有点弯。记者跟

随蔚永彦回到村里，他88岁的老
母亲穿着整齐干净，正拄着拐杖
在邻居家串门。

蔚永彦的家中几乎没有一件
像样的家具，家电只有一台17英
寸的电视。

蔚永彦至今未娶，说起没有
结婚的原因时，他叹了一口气。

“家里条件不好，从小就出去打
拼，但情况一直都没有好转。”蔚
永彦说，他何尝不想找一个伴，但
是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因为条件
不好，始终没有人看上他。“现在，
我只想照顾好老娘和红丽，她们
好，我就好。”

他成了侄女的“亲爸爸”

20多岁离开家，出去一闯荡
就是30多年，若不是弟弟身患重
病，蔚永彦现在可能还继续在外
闯荡。

蔚永彦的弟弟，也就是红丽
的爸爸，早年身体一直不好，后来
检查出了脑瘤，一直在家养病。在
红丽爸爸得上脑瘤后不久，红丽
妈妈改嫁。为了照顾家中八旬老
母、生病的弟弟和年仅十一岁的
侄女红丽，蔚永彦便从外面回到

家中，成了全家的顶梁柱。2008
年，红丽爸爸病重去世。

今年15岁的红丽在东平明湖
中学上初三，扎着一个马尾的她
显得阳光清秀，性格开朗。红丽学
习很好，成绩在班里一直是中上
游。她悄悄告诉记者，以前同学们
觉得她很“冷”，不爱笑，而现在她
和同学的关系很好，笑容整天挂
在脸上。在红丽看来，她的这一转
变除了老师、同学对她的关心帮
助外，很大原因还是大伯对他的

“超级疼爱”，“总感觉大伯比我爸
爸还要好”。

蔚永彦脾气很差，但从没有
对红丽发过一次火。“有一次，我
问大伯为什么从来不说我，大伯
说爸爸去世前说我胆子小，不让
大伯对我大声说话。”红丽说。就
这样一个小小的叮嘱，让这个脾
气不好的64岁汉子在孩子面前变
得十分慈祥，在蔚永彦眼里，红丽
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舍不得花钱给自己看病

蔚永彦在外闯荡的 30多年
里，扛过木头，当过钢筋工，在深
山里采过山货，还当过伐木工。这
些苦累活给他的身体带来很多伤
痛和疾病。

记者注意到，蔚永彦右手食
指、中指和无名指第一个关节都
已经变形，中指和无名指向外撇，
无法合到一起。除此之外，蔚永彦
还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肝

囊肿。去地里干活时，蔚永彦总是
随手提着一个布兜，里面装着一
大杯浓茶和三瓶药，“腰部和肝部
经常痛，痛的时候就吃药撑一会
儿。”

大伯肝部疼痛时，红丽经常
劝大伯去医院看看，花点钱把病
治好。“大伯就一直往后拖，拖着
拖着就忘了，其实我知道他是想
省点钱。”

红丽说，“大伯让我在学校吃
好穿好，这样才能好好学习，可
他自己却吃不好，穿不好。”

晚上打工扛麻袋

现在，蔚永彦在离家7里远的
一个面粉厂里找到一份工作，每
天白天在地里干活，照顾老母亲，
晚上到面粉厂扛麻袋，一天能休
息的时间很少。

面粉厂的工作从每天晚上10
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蔚永彦
需要把磨面机里磨出来的麸皮装
到袋子里，然后扛到仓库。“四个
袋子一起扛，重80斤。”蔚永彦说，
只要机器不停，他就不能停下来，
有时候实在太困，就喝几口浓茶
提神。这份工作每月能给蔚永彦
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

“红丽经常说长大后要好好
报答我，我觉得这都是以后的事，
现在最主要的是把红丽抚养成
人，给老小撑起一片天。”蔚永彦
站在红丽身后，看她认真地复习
功课，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身残志坚，“淄博保尔”焦念红创办养老院

四年里心系150多位老人
本报记者 孙慧瑶

在残疾后的近四千个日子里，他用不屈的毅力驱赶种种不

幸。他以残躯重拾自信，创办养老院。他就是“淄博保尔”焦念红。

最难的时候

小偷救他一命

1984年11月，焦念红参军入
伍，在部队任过文书。1989年3月，
从部队复员至淄博日报博山发行
站工作。2002年3月，因患脊髓瘤，
手术后致高位截瘫，后因褥疮感
染，截去下肢。

“高位截瘫后，当时为治病家
里房子已经卖掉，我已无家可归。
2003年8月底，我在博山区山头镇
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租了间房子，开
始了独立生活。”焦念红说，当时租
的房子是20元/月，因为房子卖了，
年迈的母亲住在邻村姐姐家，每天
步行来看他一次，带些吃的。自己
照料自己非常艰难，有一次，母亲
生病四天没来看他，他就四天四夜
没见到一个人，因为断水断粮而濒
临死亡。后来他听到院子里有动
静，原来是来了个小偷，但他兴奋
异常，知道自己有救了。小偷看到
他的情况后，主动给他倒了杯水喝
后离开了。正是这次几日不见人影
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是多么重要。

几经周折

创办养老院

“一天，我去热馒头，一锅热
水全部倒在了自己的下半身，虽
然身体没有知觉，但是看到被烫

熟的皮连同裤子一起扒下来，墙
上的蚰蜒钻进被子里自己也无能
为力，内心的悲伤和绝望达到了
顶点。”焦念红说，当时他选择了
用煤气自杀。但由于所住房子密
封不好，第二天当他醒来发现自
己没死，看见窗外的阳光，突然觉
得，只要活着，一切困难都不是困
难。

后来，焦念红在社会的帮助
下，住进了博山区的一家养老院。
在那里，焦念红深深地体会到，老
人们在心灵上的需求远远大于物
质层面上的需要。只是偶尔的一
句问候，老人一天的心情就很好。
由此，他产生了创办养老院的强
烈愿望。

2008年8月，焦念红以自己仅
有的200元稿费，同博山区原八陡
中心小学幼儿园园长尚艳合资，
几经周折后，镇政府将幼儿园两
间教室无偿提供给他们办养老
院。自此，博山区八陡镇北河口村
的念红养老院正式成立。

四年里养老院

接纳150多位老人

四年来，念红养老院共接纳
了来自全省的150多位老弱病残
人员，最大的91岁。“考虑到入住
养老院的老弱病残都有一定的经
济困难，养老院在收取生活护理
费用时一再压低，我还一度不收
或象征性收取些许取暖费。”焦念
红介绍说，为了办好养老院，经理

尚艳多次外出学习护理，在日常
生活中，他也会每天和养老院老
人聊天，尽量让老人感觉到他人
的关心。

“老年人到了晚上不容易入
睡，害怕孤独的他们又不善言辞，
到了深夜，我和尚艳经常去老人
们的房间和他们交流。”焦念红告
诉记者，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老人
最害怕孤独。去年有一位入住养老
院的86岁老人，和自家儿女关系不

融洽，并老觉得自己有病，四处求
医，可所有的医生都说他没病。焦
念红针对老人的这一特殊情况，耐
心地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也和老
人聊家庭琐事，在心与心的沟通
下，老人逐渐改变，每天笑口常开，
常把“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也
得多为别人想想”这句话挂在嘴
边。老人不仅心情好了，和家里的
关系也缓和了。

由于养老院的经济收入远远

低于花销支出，念红养老院的工
作人员大多是义工。面对焦念红
战胜重病后创办养老院的善行，
社会各界也伸出援助之手。

焦念红拖着伤残之躯，为慈
孝事业做出了贡献，获得2008年

“感动淄博”年度人物、淄博市第
二届“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孝感
淄博”模范人物、2009年淄博市首
届“十大孝子”和“中国好人榜”候
选人等多项荣誉。

焦念红趴在床上写读书笔记。 本报见习记者 王鑫 摄

在东平县沙河站镇沙南

村，一提起64岁的蔚永彦，没

有人不夸他孝顺，人好。为了

照顾88岁的老母亲和侄女，

蔚永彦白天在家做农活，晚

上到面粉厂里通宵扛麻袋。

浑身是病的他舍不得花钱到

医院检查，却给一老一小撑

起一片天空，在侄女蔚红丽

的眼中，大伯比亲生父亲还

要好。

虽然日子有点苦，但一家
人在一起时很开心。

本报记者 邵艺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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