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调大王来啦，今
天咱唱戏，伴舞的快跳起
来……”每天下午 5 时，
孟村回族自治县县城马文
兰的家里会准时热闹起
来。这不是真的老姐妹聚
会，而是网络直播，几千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人，
一起聊天、唱歌、跳舞，
把幸福的晚年生活搬到了
网络上。

77岁的马文兰，满面
红光，思维敏捷，一口的
专业网络名词，光听说话
还以为是位年轻的“网
红”。其实不然，老人接
触直播才一年多，却有了
5000多粉丝，真正从直播
中找到了快乐的生活。

老人年轻时是位乡村
教师，婚后生育了 5个子
女。11年前跟老伴儿从孟
村新县镇正道村来到县城
与儿女们一同居住。她开
朗热情，到了城里就加入
了小区的毽子队和舞蹈
队，一玩就是 8年。他们
经常组织活动到养老院、
社区等演出。后来，马文
兰患上了关节炎，活动也
就暂时终止了。

4 年 前 ， 老 伴 儿 去
世，这给马文兰不小的打
击，老太太换上了轻度抑
郁症。去年，孙子看到奶
奶在家闷闷不乐，又知道
奶奶爱唱爱跳，就给奶奶
申请开了直播，还起了个
十分俏皮的名字“跑调大
王”。

七旬老太开直播，一进
直播间，很多同龄老人都来
了。就像每天都聚会的老朋
友，每天下午五时雷打不动
地在直播间里，聊天唱歌，
开怀大笑。每天90分钟的
直播，每次都意犹未尽，期
待明天的相聚。

自从开了直播，马文
兰的抑郁症完全好了。老
人说快乐有益身心，有个
叫“健康是福”的老太
太，气管炎多年，爱唱红
歌，时不时地还来段西河
大鼓，逗得大家笑个不
停，气管炎也好多了。

爱学好问，才思敏捷，
为此马文兰还担起了县老年
团体活动录像直播的任务。
每逢重大节日，她都忙前忙
后，搞直播、发快手，及时
地把活动传播出去。

人老心不老，老年人
的生活更应丰富多彩。听
着老人爽朗的笑声，看着
满屋的花草葳蕤，这才是
生活最好的样子。

老太开直播老太开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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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菊徐爱菊徐爱菊 编织多彩生活编织多彩生活编织多彩生活
每天，新华区维明路北侧的

一栋二层楼上，徐爱菊的手工产

品直播都会准时开始，从颜色造

型到人生感悟，乐观豁达的她受

到越来越多的粉丝关注。

48 岁的她，开直播、做手

工，天南海北地跑项目，用 16
个年头完成了从下岗女工到创业

先锋的美丽蝶变，带动 2000多

名下岗女工、农村妇女实现再就

业。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河北

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五好家

庭”……当赞誉和敬意接踵而

至，她却只有一个愿望：让更多

女性就业；为更多山里的孩子提

供上学的机会。

背着台布闯北京

徐爱菊的人生字典里曾经写满
了艰辛。

1997年，因单位改制，25岁的
她和丈夫接连下岗待业。出身农
村，兄妹还在上学，稳定的工作是
全家人唯一的希望。一时间，一家
人阴霾满面。

彼时，单位的厂房里积压着上
百公斤花色各异的台布，而对于这
门工艺，她再熟悉不过。

迫于生计，徐爱菊决定去北京
闯一闯。就这样，她背着几十件台
布样品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初到北京，人地两生。白天，
她在西单、秀水街附近来回穿梭，
一路走一路推销产品；晚上，挤在
七八个人同住的地下室里。接连几
个月，没有一单生意，但徐爱菊依
然对那句话深信不疑——“当你有
100个办法的时候，一定不要只做到
第 99 个。也许，第 100 个就会成
功。”

眼看口袋里的钱只够回家的路
费，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又打通了
一位客户的电话。那是唯一递给过
她名片的一位新疆籍商人，名叫哈
米德。电话里，哈米德表示出对产
品的兴趣，并约定了再见面的时间
地点。

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徐爱
菊抓住了这次机会，连夜回到沧州
赶制产品，完成了创业的第一笔生
意。她的台布开始受到关注。

但徐爱菊并不满足于此。她将
目光放在了传统手工艺品上。通过
设计花型和包装，她发现，造型独
特的针织用品很受外国人的青睐。

那时，她经常背着产品在北京
朝阳区的秀水街附近徘徊，那里来
往的客商很多，附近又是著名的使
馆区。

没想到，她设计的手工艺品备
受称赞，订单量激增。几年间，她
就在北京东大桥附近开了门店，建
起自己的销售渠道。台布等手工艺

品也打入了国际市场，自主经营的
路越走越宽。

如果生活中只有一束微弱的光
闪烁，对艰难前行的徐爱菊来说，
那一定是希望之光。

为下岗女工编织梦想

转折发生在2005年。
在外漂泊多年的徐爱菊回到沧

州，参加了市人社局为下岗女青年
举办的创业培训。一双双渴望的眼
睛，一个个害羞的面庞，徐爱菊内
心五味杂陈。她想到了刚下岗时的
自己，想到了创业初期的那段艰难
岁月。

徐爱菊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回到家乡，帮助更多的人创
业。同一年，她关闭了北京的公
司，回沧州开办了一家培训学校。
一间办公室，一个车间，3名老师，
100 名学生，徐爱菊开始了技术培
训，依然还四处去跑订单。

最初，简陋的加工点、十几个
下岗姐妹和她聚在一起钩钩编编，
产品的颜色、款式、品种也就三五
种。而今，徐爱菊创办的纺织品有
限公司，产品颜色、款式丰富、种
类齐全，还广受外国商户的青睐。

从 2004年至今，徐爱菊开始走
公司+下岗职工（农户）的路子，一
方面进行技术培训，一方面安排居
家生产。在运河区、新华区、海兴
县、盐山县等地建立了 34处手工加
工点，2000多名妇女通过手工加工
就业。

不仅如此，徐爱菊还把产品销
售开到了直播间，丰富多样的产品
加上她风趣幽默的讲解，产品一上
线就大获好评，受到粉丝的追捧。

家有自习室 互相称“同学”

回忆起北漂的日子，虽然艰
难，徐爱菊反倒觉得收获比付出的
更多。

那段苦日子，丈夫一直陪伴身
边，和她一同思索、前行。

“在北京，不仅眼界在提升，对
知识的渴望也在增强。”其间，徐爱
菊和丈夫分别报考了对外经贸大学
的计算机专业和工商管理专业，再
次进修学业。

而坚持学习的习惯也在家里始
终延续着。

每天吃过晚饭，简单交流后，
徐爱菊和丈夫、女儿便各自回到房
间看书、学习。徐爱菊打理公司的
业务，大到公司发展方向，小到产
品设计，她都亲自操刀。

丈夫袁希禄则埋首书海，多年
的坚持，也在计算机领域小有所
成，通过了“网络规划设计师”的
考评。在河北省，通过这项考试的
人屈指可数。

耳濡目染下，女儿不仅学习成
绩优异，还乐观豁达、积极向上。

在家里，徐爱菊和丈夫、女儿
经常以“同学”相称，他们各自的
房间也被称为自习室。“同学，下课
了。”“同学，运动时间到了。”其乐
融融的家庭氛围让忙碌的生活变得
幸福和谐。

收获赞誉无数的徐爱菊令很多
人羡慕，而她明白，成功，离不开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

16个大凉山孩子的“妈”

人生就像一次未知的旅行，相
比于终点，徐爱菊仿佛更在乎沿途
的风景。

2017 年，徐爱菊开启了首届手
工公益编织节，她带领员工把价值
20万元的 3000多套帽子和围巾，一
部分送给了市内两区的环卫工人，
一部分寄往了贫困山区。

同年外出考察，徐爱菊来到了
四川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帕哈乡磨石
村，这座距离沧州 2000多公里的村
子坐落在大凉山深处，风景十分秀
美。

山路崎岖，汽车在山路上颠簸
前行，几个背着书包步行的学生引
起了徐爱菊的注意。随行人员介
绍，他们是磨石村的彝族孩子，上
学要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

看着孩子们远去的身影，徐爱
菊陷入沉思。

回沧后，她一直惦记着大山深处
的孩子们，他们过得好不好，学习怎么
样，这么远的山路安不安全……之后
的几天，徐爱菊通过当地合作伙伴了解
到了孩子们的具体情况。当得知一些孩
子因家庭贫困而被迫辍学时，她再也坐
不住了，连夜联系到磨石村的村干部，
表示自己愿意资助村里的孩子。

从此之后，徐爱菊先后一共资
助了 16名孩子，最大的 13岁，最小
的5岁。

每年，她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到
大凉山去，陪孩子们做游戏、聊
天，为孩子们送去生活用品和衣
物。久而久之，孩子们也喜欢上了
这位远道而来的“妈妈”。

2019年 1月，徐爱菊操办的第二
届公益编织节启动。这次编织节，
她出资邀请了她资助的 6名学子、两
位老师和一位村干部来到沧州，参
观博物馆、体验各种丰富多彩的活
动。

“用心做手工，用爱暖人心”。
徐爱菊常在朋友圈开始这样的“晨
语问候”。这既是她手工产品的广告
语，也是她的人生态度。

最近几天，她操办的第五届公
益编织节即将举办，比起以前，线
上线下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徐爱
菊的愿望，一点一点，正在实现。

在黄骅市齐家务镇三韩
村，提起郑文岐一家，村民
皆竖起拇指称赞。

“医者仁心，勿把行医
当作赚钱工具。”这是 73岁
的郑文岐从父亲和爷爷那里
继承的家训。寥寥数字，整
整影响了五代人。儿子郑富
水擅长治疗皮肤病，医术远
近闻名。而今，孙子郑善成
也考入了河北中医学院，立
志成为一名好医生。

厚德仁术

来到三韩村，汽车缓缓
向南行驶，停在了一处朝南
的平房前，这里就是郑文岐
的诊室，也是村里唯一的卫
生室。

郑文岐两鬓斑白，精神
矍铄。他仔细地为病人把
脉，略加思索后，便提笔开
药方，叮嘱着注意事项。

“从我祖父开始行医，
我的儿子、孙子，已经是五
代从医。”谈及自己家族延
传百年的行医史，郑文岐颇
为自豪。

郑家五代行医的故事，还
要从第一代“郑大夫”讲起。

在郑文岐的眼中，爷爷
郑元昆颇具传奇色彩。

“我们家是从我爷爷这
一代开始行医的。他长年在
乡间行走，采集草药。虽然
耳朵有些背，但一摸脉，什
么病都知道了，在附近很有
名。”他说，爷爷经常免费
为穷人治病。

到了郑文岐父亲这一
代，医术更佳。老人曾学过
西医，擅长中西医结合，具
体病症具体对待。

他说，有一点父亲和爷
爷是相同的，那就是给穷人
问诊，从不收费。

乡医的坚守

多年来，在郑文岐的脑
海中，父亲背着药箱行走乡
间，时而种地时而行医的形
象挥之不去。

“父亲擅长用一些稀有的
药材治疗疑难杂症，直到现
在，这些药方仍然适用。”他
说，父亲曾用猪胆汁配合中
药治疗过几例天花患者。还
爱钻研医书，自创药方。

时至今日，他仍然保留
着父亲当年的药方和医书。
实践证明，这些方子都效果

显著。
在父亲的影响下，郑文

岐也有着一颗医者仁心。13
岁便跟随父亲行走村间，认
识了很多中草药。

1964年，郑文岐去天津
医疗队进修学习。上午上
课，下午下乡给病人看病，
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医术。两
年后，他回到家乡，开办了
如今的诊所。

看病赚钱无可厚非，但
郑家仍严守着老一辈留下的
祖训——勿把行医当作赚钱
工具。

村民郭大娘回忆了几天
前的一幕。半夜三点多，小
孙子突然高烧不退，她立即
拨通了郑大夫的电话。

有人叫出诊，郑文岐二
话没说，穿上衣服，背起诊
疗箱就走。给孩子输上液，
他又担心有异常，在身边一
守就是一宿。烧退了，这才
离开。知道郭大娘家里困
难，连出诊费都没收。

郑大夫的耐心守护，大
部分村民都体验过。

郑文岐觉得，看病不管时
间早晚，不分贫富贵贱，只要
病人有需求，都会登门诊治。

薪火相传

在郑大夫家，茶余饭后
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病人和病
症。

郑文岐的儿子郑富水毕
业于沧州医专，不定期去天
津进修，尤其擅长看皮肤
病。

他继承了郑家家风，每
天坚持学习，钻研医书。行
医14年，医术远近闻名，常
有京津等地的患者慕名前
来。

到了孙子郑善成这一
辈，郑文岐本打算让他当一
名教师。可不想，郑善成心
里早已有了打算——当医
生。高考结束，郑善成报考
的志愿全是医学类院校，最
终被河北中医学院录取。

从医57年，郑文岐没发
生过一次医疗事故，73岁仍在
发挥余热。记者问他什么时候
退休，老人乐呵呵地说，动不
了的那天，就不坐诊了。

从清朝末年开始，郑家
人一直从医，救治病患无
数，守护了一方乡邻的健
康。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
术代代相传。

在献县张村乡河堤村，
90岁的张玉茹老人的生活令
人羡慕不已——耄耋之年身
体健康，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和谐美满，几个儿女体贴入
微……

虽说九旬高龄，可张玉
茹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
晰、性格开朗，还十分健
谈。她是南张村人，读过私
塾。

1947年，张玉茹嫁到了
河堤村，生了两儿两女。

那些年，生活虽苦，但
张玉茹善良淳朴、勤劳能
干，上侍奉老人，下拉扯孩
子，一家人互敬互爱，其乐
融融。

说起侍奉母亲，大儿子
一家最有发言权。大儿子李
庆珍71岁，退休后一直把照
顾母亲当作最幸福的日常。

“从饮食起居到喜乐爱
好，母亲的每一个细微变
化，我都明察秋毫。血压每
天早上测一回，常吃的药，
哪个是饭前、哪个是饭后的
都叮嘱好，已经形成了习
惯。我觉得，尽孝就在当
下。”这是李庆珍的信条。

老人爱喝小米粥，大儿
媳就天天变着花样地熬小米
粥，有时加红枣、绿豆，有
时加红薯、山药，每天早上
还给老人梳头、按摩。

2019年冬的一天，早上
起床时，张玉茹突感头晕目
眩，儿子儿媳背着她就往村

里的诊所跑。一听说要去县
里的医院做检查，几个儿女
都从家里赶了来。经过细致
检查，张玉茹只是身体有些
虚弱，需要在医院输液治
疗。其间，4个儿女轮着往
医院跑。

其实，他们的日子都有
难处，可一见到老母亲都乐
呵呵的。孩子们说，这是遗
传了母亲的坚毅性格。

在他们眼中，日子再
难，母亲都从没说过苦。

张玉茹的乐观豁达深深
影响了孩子们。

父亲去世早，李庆珍作
为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
早些年，他在离家较近的权
寺中学教书，由于沉稳老
练，被领导相中，打算调他
到张村中学任职副校长。可
没想到，为了方便照顾母
亲，他却放弃了这次提拔的
机会。

“百善孝为先，没有父
母的养育，就没有如今的
我。”李庆珍感慨道。

受母亲影响，李庆珍天
生一副热心肠。村里一有红
白事，他就跟着忙活料理。
有一次，村里一位老人去世
了，他放下待收的玉米过去
张罗，一忙就是两三天。因
此，在村里威望颇高。

李家人朴实无华，乐观
豁达，家风，就在日常生活
的点滴中传承，影响着儿孙
们。

九旬老人的幸福生活九旬老人的幸福生活
杨静然 蔡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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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菊徐爱菊（（后排右二后排右二））和大凉山的师生合影和大凉山的师生合影

徐爱菊向意大利设计师介绍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