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教师带重瘫母亲去教学
平凡孝道感动人心，今年被评为“寿光好人”

本报4月2日讯(记者 董惠
赵松刚)7年前，身为家中顶梁

柱的母亲在除夕前一天因车祸
成为植物人，2年前，父亲也因
身患重病、不堪重负，撒手而
去。送走父亲的第二天，为了
既能教学，又能照顾毫无自理
能力的母亲，80后小学语文教
师王小蕾决定带着母亲去教
学。点滴生活中的平凡孝道在
感动周边人的同时，也使王小

蕾 在 今 年 被 评 为 “ 寿 光 好
人”，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王小蕾1982年出生于寿光营
里镇的一个贫困家庭，家中除
父母外，还有一个妹妹。由于
是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们的日
子虽然过得不算宽裕，但家庭
美满，也很幸福。在父母亲的
艰难供养下，王小蕾也考上了
梦寐以求的大学，未来的幸福
似乎触手可及。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就在2006年腊月二十九，50

岁的母亲在步行外出理发时，
在村头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
车撞倒在地，而这一下子，母
亲身体加脑部都出现重度瘫
痪，身体只剩右臂可以挥动。
父亲也在母亲车祸的打击下，
身心俱疲，患上各种病症。而
王小蕾因需要照顾母亲及家
庭，也不得不放弃更好的机

会，在2007年选择在距离老家不
远的营里镇第一实验小学担任
一名小学教师，每天奔波于学
校与老家的路上。

祸不单行。就在母亲重病
卧床五年后，父亲也在两年前
不堪生活及身体的重压倒下
了。由于母亲完全不能自力，
身边根本不能长时间离开人，
而小学教学工作亦是非常忙
碌，妹妹更是远嫁他方，不可

能照顾病重的母亲，于是他有
了“带母亲去学校教学”的想
法。送走父亲的第二天，王小
蕾也特地来到学校，把这一想
法告诉了学校校长张树义，在
经过讨论后，学校老师被王小
蕾的孝心所打动，最终决定在
距离王小蕾宿舍50米外单独为
他母亲安排宿舍，王小蕾也开
始了边教学边照顾母亲的生
活。

趁母亲还在

多陪陪她

带着母亲去教学的王小蕾在感动周
围人的同时，也在今年因媒体、社会关
注，通过越多越多渠道传递着正能量，
平凡的孝道感动人心。4月2日，记者也
走近了这对共患难的母子，走进了这个
家庭。

一位跑着的语文老师
4月2日上午11时许，记者见

到王小蕾时，他刚刚结束了一上
午的课程，一米七几的身高，略
显瘦弱单薄的身材，银色镜框眼
镜，黑色呢子大衣，一路大步流
星地朝着距离办公室几百米外
的母亲宿舍走去。

接连两日的阴雨天气，大晴
天的太阳照得人心里暖暖的。初

春的校园里，绿树吐出新绿，学
生们三三两两地玩耍嬉戏。从办
公室穿过一条直通到家属区的
通道，绕过一条略显阴暗的过
道，记者跟随王小蕾走进了母亲
的宿舍。

这是一个面积约40平米的
房子，被分割成了东西两间，前
面有个小院，里面一半堆满了旧

了的课桌，一边扯起的绳子上挂
着晒起的床单、尿布等。伴着一
股旧旧的味道。走进去，记者
也看到了王小蕾母亲现在所住
的“家”，一张由两张学生木
床拼起的大床，一把椅子，一
个小书桌，桌子上放了台旧电
视、几个香蕉及苹果。挨着床
很近的地方，是现在依然烧得

烫手的简易铁质暖气片。王小
蕾的母亲唐瑞香躺在床上，盖着
厚厚的棉被。

看到有人进来，今年57岁的
唐瑞香嘴里不断咕哝着，有时迸
出几个字。由于车祸，她全然没
了意识，看到人就会喊“姑、爷”，
即便来人是自己的儿子。

由于母亲完全没有自理能

力，吃喝拉撒都是在床上。一
天算下来，王小蕾每天从6点多
起床，到晚上11点多睡觉，他只
要有空，就得都母亲的宿舍，喂
饭、聊天，给母亲洗洗换换。

正因此，王小蕾留给周围师
生的印象，也往往是大步流星的
身影，是一名常常跑着走的语文
老师。

“自己好歹吃点，不能委屈娘”
在简单给母亲收拾过之

后，王小蕾又朝距离母亲住所
不远的自家宿舍走去，眼看中
午饭点要到了，他得赶紧回家
给母亲准备饭。

走进王小蕾的家，房间格
局跟母亲宿舍完全一样，只是
多了些家具。妻子赵金莲已经
开始在厨房里忙活了，今年刚

刚两岁半的儿子在外面兴致勃
勃地看着喜羊羊与灰太狼。

中午的菜是丝瓜鸡蛋汤，
主食是馒头，外加鸡蛋。由于
学校午休时间比较紧，妻子现
在还是小学二年级班主任，需
要看着学生们吃饭，另外还有
两岁的儿子需要照顾，两人的
中午饭常常得吃学校食堂，但

这也要看学校做了什么菜才
行 ， “ 得 是 老 人 好 咬 好 嚼
的。”

赵金莲告诉记者，“他常
说，我们年轻好歹的吃点就
行，可是不能委屈了娘。”所
以，两年来，他从没给过母亲
剩菜吃，天冷的时候，也是捂
好了端过去，再一口一口地喂

到母亲嘴里。
中午12点，菜刚刚炒好，

自己还没顾得上吃一口，王小
蕾就端着来到母亲面前。现在
母亲只能躺着，手也不听使
唤，他先是把一块毛巾放在母
亲的脸下，准备好需要用的纸
巾，一块馒头、一勺菜地喂
着，动作非常娴熟。由于早饭

吃得晚，而且天气渐渐暖和起
来，母亲吃了没几口就玩起来
了，他也是边哄着边喂饭。

去年夏天天气热，母亲连
颗米粒都吃不到嘴里，王小蕾
吓坏了，自己更是变着法的给
母亲做着吃，“把鸡蛋捣得碎
碎的，和成汤才能给她喂下
去。”

“父亲虽然走了，但还有我”
王小蕾生在农村，父母都是

本分的农民。原本家庭过得虽然
不太宽裕，但一家人和和美美，
王小蕾也考上了聊城大学，日子
简单却不失幸福。

然而这样的日子在七年前
彻底结束了，那年他读大四。

七年前除夕夜的前一天，忙
碌了一年终于得空的母亲准备

去剪头发过新年，可就在村头
上，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把这
个家庭彻底撞出了原有的轨道。
因脑部受到重创，母亲在医院经
过三个月的治疗后，仍然是身
体、脑部都严重瘫痪，多年来欠
下的债务及母亲住院治病也彻
底拖垮了这个家庭。

母亲遭遇横祸，父亲一下子

也倒了下了，身体状况一天不如
一天，还常常喝酒。作为家中男
子汉的王小蕾，也不得不承担起
整个家庭的重担。

赵金莲告诉记者，王小蕾在
就读聊城大学时，还是学生会副
主席、省优秀毕业生，成绩也非
常好，他原本有很多机会走出农
村，去大地方闯荡。但在众多机

会面前，王小蕾甚至没眨一下
眼，“他就是要回家”。

在2007年，王小蕾参加了寿
光教师招聘考试，从各项荣誉
及考试成绩，他完全可以留在
市区，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营里镇第一实验小学。回家任
教的王小蕾在接下来的五年
中，也是无论刮风下雨，都奔

波在学校跟家之间。
可就在两年前，父亲因患

重病去世。送走父亲第二天，
王小蕾就在学校的帮助下，带
着没有自理能力的母亲去学校
教学。“父亲虽然走了，但还
有我”。虽然现在母亲连自己
都不认识，但王小蕾会一直陪
着母亲走下去。

“这么孝敬父母，也肯定会对我好”
尽管生活给了王小蕾不小

的磨难，但他却依然乐观，保
持着一颗上进心。

妻子赵金莲是王小蕾的同
事。当时谈对象时，他家中不
仅一贫如洗，更有一屁股的
债。“结婚时，就在这间宿舍
里，我们俩凑了下工资，置办
了一套家具，拍了最便宜的婚

纱照”。赵金莲指着房间说，
“他但凡这么孝敬父母，也肯
定会对我好。”

自2009年结婚以来，两人算
计着过日子，债务越来越少
了，最困难的时候也都熬过来
了，未来最大的寄托也在两岁
多的儿子身上。

谈起儿子，赵金莲跟王小

蕾现在也是满脸的愧疚。丈夫
除了照顾母亲外，现在还是学
校教导主任，平时工作非常繁
忙，在赵金莲的印象中，王小
蕾每天回到家基本都是在10点
半之后，“晚上，孩子都是我
在带。”平日上课时，有时候
夫妻俩的课程难免撞到一起，
“孩子非常听话，他们就不得

已把他放在办公室里，哪个老
师有空，哪个哄着”，有时候
也放到岳母那里。

赵金莲说，现在儿子虽然
只有两岁多，但越来越明显感
觉到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想法
了。“害怕我把他放到姥姥
家，现在儿子知道要去那都害
怕”。赵金莲说，有一次，儿

子被送去娘家，他虽然嘴上不说
啥，但晚上睡觉喊“妈妈”。他们
觉得，现在最大的亏欠在儿子。
但是，孩子现在还小，未来还有
很长时间可以弥补，但在王小蕾
看来，母亲年纪渐渐老了，头发
也基本已经花白，“妈妈没有时
间等，只要妈妈在一天，我就要
尽心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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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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