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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棣县信阳镇双堠村有位“好媳妇”闫秀环

一一家家老老小小患患病病，，全全靠靠她她来来照照顾顾

儿媳弃子离家，婆婆气成疯癫

闫秀环的婆婆紧挨着南墙
的窗户躺在炕沿上，不动，也不
说话，背影看起来又瘦又小。

“老太太今年90多岁了，年纪大
了，头脑不清醒，腿脚也不方
便。”闫秀环说：“原来还没那么
严重，自从我儿媳走了，老太太
受了刺激，精神和身体一下子
就不行了。”

2009年，闫秀环的儿媳妇
在邻村的娘家做完月子后，把
一个月大的小孙子递到闫秀环
手里，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久，

儿媳就和儿子提出了离婚。“在
这之前，家里虽然不宽裕，但是
一家人种地，生活也算圆满。可
是这人少了，家也就散了。”闫
秀环的婆婆被气得住进了医
院，出院后老人的精神、身体大
不如前，疯疯癫癫，生活起居全
都需要人照顾。闫秀环的丈夫
王希爱身体原本就不好，儿子
的离婚让刚过50岁的他精神一
下子垮掉，几乎失去自理能力，
更不能下地干活、照顾老人了。
闫秀环的儿子王运东(化名)也

大受打击，不愿出门，原本就老
实内向的他更不爱说话了。

怀里抱着1个月大的小孙
子，一家老小，病的病、痴的痴、
残的残，闫秀环觉得自己的天
都塌了：“地里的粮食等着收，
刚足月的孩子还没奶喝，一家
老小都等着人照顾，那时候真
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8年过
去了，闫秀环说起这些眼泪还
是掉了下来。

2010年，经人介绍，王希爱
和同村的几个老乡一起到天津

打工。“我丈夫和我一样大，但
是他原本就少言寡语，受了刺
激以后头脑也不行了，干不了
别的，就只能给别人看个大
门。”王希爱一个月只有四五百
块工钱，每个月还能给家里寄
回200块。过了不久，王运东也
随父亲一起到天津的一个工厂
里打工，算是脱离了自己的“伤
心地”，父子二人一年只有过年
的时候才回家一次，照顾一家
老小的重担全部压到了闫秀环
身上。

大哥卧床三年，没生过一次褥疮

闫秀环的丈夫还有个哥
哥，但哥哥自小就一条腿残
疾，没有劳动能力，一辈子没
有娶妻生子。闫秀环和丈夫结
婚后，婆婆和大哥就一直跟着
闫秀环一家一起生活。“我大
哥的腿不好，不能下地干活，
也没有经济收入，我大哥又没
有别的开销，就是吃饭穿衣，
但是我们一家人在一块也不
计较这些，团团圆圆的也挺好
的。”

3年前，大哥突发脑血栓
住了院，落下了后遗症，另一

条腿也不能动了，也不能说
话，彻底瘫痪在床，失去了生
活能力。得知大哥病倒，王希
爱和儿子从天津赶回家看望，
但是呆了几天，两人又返回了
天津。“他们本来压力就够大
了，回家看到我大哥又病倒
了，更承受不了了。他们在家
也帮不上什么忙，我还要照顾
他们，他们回去对家里更好。”
闫秀环又一次默默地担起了
帮丈夫照顾大哥的责任。但毕
竟是大伯哥，作为弟媳有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

大哥身体不能动弹，瘦弱
的闫秀环也扛不动他，他的吃
喝拉撒全都在床上。除了一日
三餐喂大哥吃饭，每隔一个小
时就给大哥喂一次水。大哥不
能说话，经常会把大小便排泄
在床上，闫秀环就要给大哥擦
洗干净，换上新床单，再把脏的
传单被褥拆洗干净。“我大哥自
己翻不了身，我就抓着他一条
胳膊先翻到旁边，把脏了的床
单被褥拽下来再换上新的。”换
一次床单下来，既使是冬天，闫
秀环也累得一身大汗。

冬天，闫秀环把有火炕的
房间腾出来给大哥住，总是把
炕烧得热热的，夏天再把大哥
转到通风的西屋，不管春夏秋
冬，闫秀环每天都要给大哥把
身上擦一遍。长期卧床的病人
免不了要生褥疮，但是闫秀环
的大伯哥卧床三年，却从没生
过一次褥疮。闫秀环说：“我大
哥卧床不起已经很痛苦了，如
果再生了褥疮，那得多难受
啊！再说了，照顾好了他我自
己也轻松，万一生了疮再治我
也是更费心。”

人前乐观谈笑，夜晚独自流泪

闫秀环头发已经几乎白
了。黝黑的皮肤、额头的皱纹让
这个还不到60岁的农村女人显
得更加苍老。90多岁的婆婆、60
多岁的大伯哥和8岁的小孙子
已经成了她生活的全部。闫秀
环的家里没什么家具，但是收
拾得很干净。

闫秀环的小孙子一直在屋
里坐着，孩子的话不多，很听话，
但是眼睛和嘴巴有点斜。闫秀环
摸着孙子的头说，孩子生病了没
来的及治，耽误了。孩子六岁的
时候，从外面玩回家直喊着“奶
奶，牙疼”，“那时候家里活儿多，
没顾上，自己也不懂，原以为没
什么事儿，后来孩子闹疼，就到

邻村一个医生那里拿了个方子，
给孩子治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好。
后来，孩子眼睛和嘴巴歪得越来
越厉害，就托村里人带到县里医
院看，这才知道孩子是吊眼风，
已经治不好了，落下了这毛病。”
闫秀环的脸上满是心疼，“但是
这孩子懂事儿，也不常生病，从
来也不会喊着找妈妈，很让我省
心。”

每天早上不到五点，闫秀
环就要匆匆起床，先给婆婆、大
哥和孙子做好早饭，再把孙子
叫起床，扶着婆婆上完厕所洗
漱完，再喂大哥吃饭。三个人都
吃完后，闫秀环再骑着自行车
送小孙子到村头的学校上学。

回来以后简单吃口剩下的饭
菜，为大哥收拾停当以后，就要
开始准备午饭了。一上午的时
间匆匆过去，闫秀环又该骑自
行车到村头结小孙子放学，回
家后照顾家中老小吃饭，中午
来不及吃饭，又要送孙子去上
学。下午又是屋里屋外忙一通。

双堠村的村主任说，除了
照顾一家老小的起居，闫秀环
每天有点时间就再干点织网、
补网的手工活。“她时间太少
了，做这些都是抽空干点儿，一
天也赚不了几块钱，晚上照顾
家里人睡了还要干到12点。我
这大嫂人前人后的从来不叫
苦，和村里人见面说话都很乐

观，一点儿抱怨也没有，但是有
人曾经看到过她偷偷地哭。”

在双堠村进行党员联户活
动的无棣县审计局工作人员程
继峰说：“一个儿媳妇，能这么
不离不弃地照顾婆婆这么多
年，已经是一种美德，更难得的
是她还要照顾大伯哥，为他端
屎端尿伺候起居。不管别人怎
么说、怎么看，她已经把照顾这
一家人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了。”

闫秀环说，自己没想过这
么多，这么多年了，就是把婆婆
当成自己的母亲，把大伯哥也
当成自家老人去照顾。现在就
盼着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自
己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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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县辛店镇

开拓计生新篇章

本报讯 近期，惠民县辛店
镇计生开展了以“坚持国策、关注
民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全镇、村
两级宣传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在倡
树婚育新风的同时，为广大育龄
群众送去了服务。

大力宣传，营造浓厚氛围。辛
店镇计生站相关负责人制定了专
题宣传月的活动主题与活动方
案，并规定了相关的考核办法。进
村入户，贴心服务群众。活动期
间，辛店镇计生站联合各村进行
同步宣传。各村利用高音喇叭早、
晚各广播计生相关内容一小时以
上，同时精选适合本村特色的宣
传标语十幅左右进行张贴。此外，
还开展了“好婆婆”“好媳妇”等评
选活动，扎实开展生育关怀行动，
进一步增强了协会工作的影响
力。 (任文营 张亚琳)

闫秀环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伯哥喂一次水，身后是意识不清的老婆婆。

90多岁的婆婆患有老年痴呆，60多岁的大伯哥脑血栓瘫痪在床，8岁的小孙子落下抽搐的毛病，这一家老小
的生活起居全都是她一个人在照顾。自从8年前，儿媳抛下1个月大的小孙子走了，无棣县信阳镇双堠村的闫秀
环就没再过一天的好日子。虽然日子过得苦，但她从不抱怨啥，总是笑着跟大家说话。

文/片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本报通讯员 杜宝钟

魏集镇强基固本

推动计生工作上水平

本报讯 今年以来，惠民县魏
集镇高度重视人口计生工作，立足
全镇实际，针对存在问题，进一步
理顺工作关系，转变工作作风，创
新工作机制，采取强有力工作措
施，努力推动人口计生工作上水
平、进位次。

紧抓群众基础，完善干群关
系。魏集镇坚持依靠群众原则，建
立了副科级领导包办事处、计生干
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的三级联动责
任制，三级分别签订责任状，并开
展下村入户一对一走访活动，全面
了解群众呼声、倾听群众意见和建
议、解决群众困难问题，打消群众
顾虑，完善干群关系、建立干群感
情。充分利用“座谈会、茶话会、拉
家常”等互动交流方式，把计生活
动、政策法规、政策变革、奖惩标准
等宣传到位，让每一名群众知晓、
明白。同时，严格及时兑现奖励，以
奖代罚提高群众计生工作积极性，
培育群众自觉遵守计生政策的好
习惯。

统筹协调，全面转化计生薄弱
村。镇计生办自今年来尤其重视计
生工作薄弱村的转化工作，通过实
地调研、综合分析、查摆问题、落实
责任，有效促进了薄弱村转化。一
是分组调研、摸清实情。镇计生办
抽调精干力量分为四组对各村进
行集中调研，帮助薄弱村分析当前
现状、薄弱原因，并形成调研报告
上报镇计生办。二是分析问题，落
实责任。通过对计生工作薄弱原因
的综合分析和对问题的专业梳理，
制定详实的整改方案，并严格按照
计生责任制，追究具体责任人责
任，限期整改落实，对因推进工作
不力导致转化不明显的责任人给
予组织处理。

以人为本，科学推进流动人口
管理。魏集镇成立了计生工作领导
小组，并组织专人负责流动人口管
理工作，集中协调处理流动人口计
生管理工作中的各类矛盾和问题。
同时在各村设立一名计生工作联
络员，协助计生专干更加方便、快
捷的为流动人口提供计生服务，并
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的计划生
育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网络。通过积
极有效开展便民维权服务，及时兑
现流动人口应享有的各项奖励优
惠政策，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等措施，密切干群关系，转变管理
难现状，用真情换得了理解，群众
的满意度显著提高。 (闫玉江)


	U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