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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JIA DENGHUO

火车驶向远方，是为了追寻家的方向。

家，一个极普通的名词，但每每想起，都给人无限的温暖和力量。家，犹如一桌美味

的佳肴，酸、甜、苦、辣、咸，融合成幸福的味道。

春节临近，无论你身在异乡奔忙，还是在困境中坚守，逆风前行，总有一盏灯火为你

守候，那是人间最美的味道。

人间最美家味道人间最美家味道

福利院的孩子们剪窗花福利院的孩子们剪窗花

““猪猪倌倌””王王爱昌爱昌

荣军疗养院里的老人贴福字荣军疗养院里的老人贴福字

杜宝华和丈夫张建民杜宝华和丈夫张建民

“32 年 了 ， 今 年 我
终于能站起来了！”杜
宝华高兴得无以言表，
眼 泪 淌 过 了 黑 红 的 脸
庞，身边的一簸箕红枣
映得炕上也红红的。

今 年 74 岁 的 杜 宝
华，有不幸，也有万幸。
32 年前的一次受伤，生
活从此不能自理，她是不
幸的；32 年来，丈夫张
建民不离不弃，用爱把磨
难化作幸福，朴素的日子
过得甜甜蜜蜜，她又是幸
运的。

二人是 1968 年农历
腊月二十六结的婚。就
在夫妻二人满怀信心用
辛勤的汗水发家致富的
时候，一场突发其来的
噩梦毁了她的后半生。
1988 年 夏 秋 交 替 的 一
天，二人赶着小驴车去
西洼玉米地里清理杂草
野菜，路过村西一处有
涵洞的颠簸路段时，杜
宝华不慎重重摔到了车
下 ， 从 此 再 也 没 站 起
来。

为 了 给 妻 子 治 病 ，
张 建 民 辗 转 黄 骅 、 沧
州、北京、天津等各大
医院。妻子住院的 100
天里，他的体重从原来
的 65 公斤瘦到了 50 公
斤。遗憾的是妻子还是
没能站起来。

杜宝华摔伤时，大

儿子 19 岁、小儿子 16
岁 ， 婆 婆 也 因 患 脑 栓
塞 不 能 下 地 。 于 是 ，
张 建 民 把 老 娘 接 到 自
己 的 土 炕 上 ， 每 天 就
睡 在 母 亲 和 妻 子 中
间 ， 一 边 照 顾 妈 妈 ，
一边照顾妻子。

这些年来，张建民
对瘫痪老伴不离不弃的
照顾，早已深深感染、
教育、带动了儿媳宋文
燕、张仙荣和孙媳孟凡
会。两个儿媳妇把婆母
当成亲娘。下班回家先
到婆婆屋里，争着抢着
给老人洗衣做饭、端屎
接尿、搓澡打扫卫生，
逗婆母开心。

30 年来，杜宝华没
有被病魔缠身击倒，而
是生活在了一个充满爱
意的温暖怀抱里。这些
年 来 ， 杜 宝 华 病 而 不
休 ， 先 后 自 学 了 十 字
绣、织毛衣，她已把 10
多幅十字绣和 30多件新
织毛衣送给了孩子们存
念。张建民老当益壮，
利用少有的业余时间，
还在 20多亩责任田里栽
种了千余棵冬枣树，地
里年年不荒芜，年年都
有收入。

望着现在红光满面
的杜宝华，我们祝福这
个有爱的家庭，和和美
美，幸福永远。

真情无言真情无言 精心守护病妻精心守护病妻3232年年

“我的生肖牛剪出来
了！”9岁的丽丽得意洋
洋地举起自己的剪纸作
品，一旁的小朋友认真把
弄着手中的剪刀。老师不
时弯下腰，轻轻握住孩子
们的手，一边剪一边耐心
地给大家讲解十二生肖的
故事。

扫房子、备新衣、做
手工……在市儿童福利
院，因为疫情封闭的大院
内，75 个“孩子”并不
孤单，这里的“爸爸妈
妈”们正在为春节忙活
着。院子里，插满了孩子
们喜爱的风车，绿植披上
了中国结；长廊上，一串
串红灯笼高高挂起；教室
里的门上，孩子们都亲手
贴了福字……在福利院大
家庭里，到处弥漫着浓浓
的年味儿。

春节象征着团圆，对
于福利院的孩子们，这里
就是他们的家，与他们朝
夕相处的护理员、老师、
社工、医护人员就是他们
的亲人。

与往年不同，今年福
利院里的老师和工作人员
早早地就开始准备起了年
货，每天 24小时地陪伴
在孩子们的身边。

“包饺子、做手工、
做游戏，有时还放电影和
动画片，孩子们每天的生
活可充实了！”工作人员王
亚柳说，这两天孩子们还
在积极地为联欢会做准备。

“ 别 看 孩 子 们 年 纪
小，身体有‘缺陷’，但
一样有才华。吹葫芦丝、
画画、跳舞……联欢会一
定会很精彩。”

王亚柳说，福利院除
了精心养护之外，平时在
教育上也没少下功夫，教
他们识字、画画、学习生
活技能，特教老师还从动
作、感知、语言、情绪等
领域对孩子们进行康复训
练。

今年 5岁的小军是福
利院新来的孩子，身体有
残疾。为了让他尽快适应
福利院里的生活，工作人
员每天 24小时轮流倒班
照顾他。虽然口齿不清，
但洋溢在他脸上的笑容就
是最好的致谢。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
还为大家准备好了新衣
服。福利院共 75 个“孩
子”，最大的 80多岁，最
小的还不到两岁，每个人
的型号尺寸，工作人员都
已牢记在心。“虽然他们
大多都说不清楚话，但是
穿上新衣服也都特别高
兴，有时候会朝你微笑、
鼓掌。”王亚柳说。

食堂里早早就准备齐
了年货，肉、菜、水果充
足。

一盘盘香味四溢的菜
肴，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
脸，一个个忙忙碌碌的身
影，构成了福利院里最美
的新春画卷。

福利院福利院 7575个个““孩子孩子””同一个家同一个家

“养老院里像花园，绿
荫假山和喷泉，葫芦石榴
挂满园，美；体育设施花
样多，专供老人来锻炼，
强身健体有保障，健康；
每周食谱变花样，烧饼果
子加鸡蛋，中午丸子小炖
肉，解馋；男的女的护理
员，爱心细心皆占全，工
作起来不怕难，不烦；大
夫时时在身边，血压心率
天天测，医养结合真方
便，保健……”银鹤老年
公寓活动室一隅，传来响
亮的朗读声。这是宋阿姨
牵头的节目又在排练了。
他们练习的是老人的新作
品——三句半《我们的幸
福院》。

85岁的宋平安已经在
银鹤老年公寓住了 8 年，
虽满头白发，但依旧耳聪
目明，且多才多艺。每年

举办联欢会，她都要上台
露两手。

按惯例，每年春节，
宋阿姨都会被儿女接回家
过年。今年受疫情影响，
公寓里所有的老人和工作
人员都留了下来，一起过
年。

每 天 早 上 ， 6:30 起
床， 7:30 吃早饭， 9： 00
排节目……入院 8 年，宋
平安早就适应了公寓里规
律的生活节奏。“我们有
我们的生活。老人们聚在
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还能
排个节目，在这里生活，
挺高兴！”宋阿姨说。

春节前夕，银鹤老年
公寓被工作人员装扮一
新。火红的春联、喜庆的
灯笼，整个院子被浓浓的
年味笼罩，处处洋溢着喜
气洋洋的节日氛围。为了

让老人过一个幸福、祥和
的春节，感受到家的温
暖，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
早早就开始了布置。清洁
环境，给老人理发、购置
新衣，老年公寓提前 10多
天就开始做好了过年的准
备。

“乡里的领导定期给我
们 送 来 消 毒 液 和 药 品 ，
米、面、油也备得充足。
蔬菜、水果和肉，每天现
吃现买，保证新鲜。而
且，所有的工作人员今年
都不回家，和老人们在一
起过年。”银鹤老年公寓有
190位老人，平时的衣食住
行都是大事，可提起过
节，负责人刘淑芳早已胸
有成竹。

每年的新春联欢会，
是敬老院里最隆重的事。
工作人员和老人一起参

与，唱歌、跳舞、朗
诵，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
艺。“我们老年人要自
己给自己提精神，
积极面对生活，
快乐是会相互
传递的。”一
位刘姓老
人 告 诉
记者。

敬老院敬老院 温馨大院幸福长温馨大院幸福长

一个个红红火火的灯笼
高挂枝头，一幅幅红底黑字
的春联喜气洋洋，市荣军疗
养院里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
的过年气氛。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
六，伙食得不重样地给老人
们 做 。 咱 们 还 得 再 采 购
点。”这几天，市荣军疗养
院院长董玉德有点忙，她正
在厨房操作间，跟师傅们商
量着春节的菜谱。院里有 25
位老人在此过年，为了能让
他们高高兴兴地过春节，董
玉德绞尽了脑汁。

“ 大 伯 ， 给 您 量 量 血
压。”每天上午，医护人员
都会为老人测量血压。

80岁的老人孙吉祥正在
悠闲地看着电视，看到有医
生进来，老人关掉电视笑呵
呵地站起来和医生打招呼。
老人的房间里，干净整洁的

环境让人倍感温馨，一盆
“鸿运当头”摆在明亮的窗台
上，和旁边的窗花相得益
彰。阳光照耀下，格外艳丽。

老人告诉记者：“这里
和在家一样。疗养院的工作
人员照顾得很细心，每天量
一次血压，上下午测体温。
饮食也搭配得合理，大家在
这里过得很舒心。”

董玉德说，荣军疗养院
里共有 80 位老人，最大的
103岁，最小的也已经 80多
岁，大多都是曾参加过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的老兵。他们经常坐在一
起，回忆往昔峥嵘岁月，谈
论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

春节前夕，几位老人还
力所能及地帮助工作人员挂
灯笼、贴福字。

“即使他们年纪大了，也
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军人

的风范。照顾他
们，关心他们，
不仅仅是一份工
作，更是一种使
命和责任。”每
次听到老人们
讲故事，工作
人员都会油然
而生崇敬感。

“年夜饭
我 们 准 备 了
八菜一汤。”
除了让老人
们 吃 好 外 ，
春 节 期 间 院
里 安 排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除夕晚上
联欢会、大年
初一送红包，
让老人们过一
个祥和欢乐的
春节。

荣军疗养院荣军疗养院 一粥一饭温暖老兵一粥一饭温暖老兵

为爱奋斗为爱奋斗 从贫困户到从贫困户到““猪倌猪倌””

立春已过，天气依旧
寒冷。海兴县高湾镇小黄
村王爱昌的家里，他正严
格按照程序给猪舍进行消
毒。消毒、清理猪粪、喂
食……春节需求量递增，
王爱昌比平日更加认真。

若只看外表，没有人
会把一身简单的衣服、一
脸朴实笑容的王爱昌和年
收入20多万元的养殖户联
系起来；也没有人会相
信，几年前这个家庭还是
一个靠低保金维持生计的
贫困家庭。

今年45岁的王爱昌有
两个女儿，妻子嘴部先天
残疾，父母已年近八旬。
几年前，一家人仅靠几亩
薄田维持生活，是小黄村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为摆
脱困境，王爱昌尝试外出
打工，但都收入甚微。

穷则思变。为了增加
收入，又能在家里照顾家
人，2017年，听说县里有
小额扶贫贷款的政策，得
知消息的王爱昌第一时间
到相关部门咨询，表明申
请意愿，有了创业方向
——养猪。不到一个月，
5 万元小额贷款就到位
了。王爱昌随即在村外承
包了 2亩地，建猪舍、通
水电，并搭了一个简易房
子，开始了自己的“猪
倌”生涯。然而，没有经
验、不懂技术的他一开始
便挨了当头一棒——母猪
产仔第一期13头，最后只
剩下了 5头小猪，眼看就
没有救了。

留下活着的小猪，才
是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
王爱昌一边细心照顾小
猪，一边学习技术，一年
多下来，他不仅学会给猪
治病，还积累了很多土办
法。

在王爱昌的理念里，
“苦干加实干”才是脱贫致
富的法宝。

不懂就学，技多不压

身。他努力克服文化水平
低、经验不足等困难，勤
学技术，对养猪这项本领
算是入了门。然而，2018
年生猪市场并不景气，精
心照料的猪并没能够给他
们带来效益，还让家里变
得更加拮据。可王爱昌始
终咬牙坚持着。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我必须得干，还得想法干
好！”他说，最忙的时候一
天睡不了4个小时。尤其是
母猪产崽儿时，白天一刻
不离人，晚上两个小时一
醒，到猪舍里看一看情况。

“养殖并不难，靠的是
耐性，还有卫生和防疫。
生猪养出来后，就是市场
为王。”说起养猪的艰辛，
王爱昌感慨颇多。

2019年是生猪利好之
年，王爱昌抓住机遇，靠
自己的双手和扶贫政策的
帮扶，不断扩大养殖规
模，日子一天天地好起
来。妻子除了照顾老人孩
子，也抽空过来帮忙。虽
然受苦受累，可夫妻二人
始终充满希望。用王爱昌

的
话
说 ，
就 是

“日子有
盼头”。

或 许 是
受父母的影响，
王爱昌的两个孩子
从小就聪明懂事，大
女儿凭借优异成绩考到
了沧州一中，二女儿学习
成绩也始终名列前茅，这
让夫妻俩很是欣慰。

眼瞅着马上过年，王
爱昌更加忙碌。除了照顾
舍里的猪，还帮妻子准备
年货，收拾房子、贴春
联。他说，一年到头最温
暖的时刻就是家人在一起
吃个团圆饭。

新的一年，尝到养殖
致富甜头的王爱昌越干越
有劲儿。他打算扩大猪舍

的 规 模 ，
让一家人过上
好日子。

什么是幸福？
对于王爱昌来说，幸

福 就 像 家 门 上 火 红 的
“福”字一样，希望荡漾在
他的脸上，他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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