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盐山县，有这样一位“80
后”女子，10年前，丈夫不幸去
世，给她丢下瘫痪在床的公公、多
病的婆婆和两个年幼的儿子，还有
不少债务。因为责任，她毅然选择
了坚守、担当，不离不弃悉心照顾
公婆、抚养儿子，为亡夫还债。

这位“80后”女子，就是盐山
县边务镇高龙潭村的冯双。

冯双毕业于沧州工业学校（现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初嫁
到边务镇高龙潭村。当年，因公公
得过脑栓塞，瘫痪在床，几次住院
治疗，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冯双没
有嫌弃婆家穷，她和丈夫恩恩爱
爱，和公公婆婆也相处得很好。每
天丈夫出外打工，她便在家帮着婆
婆侍候公公，给公公擦身、端屎端
尿。随着两个儿子的出生，一家人
虽然贫穷但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 1月 17
日那天晚上传来噩耗，冯双的丈夫
因车祸撒手人寰。丈夫是家里的独
子，这个打击让全家感觉天塌了下
来。婆婆整天哭得像个泪人，从
此，得了抑郁症、失忆症、心脏
病、眼病等多种疾病，不愿出门。

冯双望着瘫痪在床长年打针吃
药的公公、身患疾病的婆婆，两个
儿子，一个 5岁、一个 2岁，还有
丈夫去世前欠下的巨额债务，这一
切像千斤重担一样，压得她看不到
未来， 觉得这个家摇摇欲坠了。

“不行，我要坚强起来，要挑
起家庭的重担！”经过再三斟酌，
冯双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劝她改嫁
的，被她拒绝了。她打起精神，种
田、打工，为公婆、儿子撑起一片
天。

家里有 6亩地，前些年，冯双
总是家里、地里忙个不停。每天，
她都要帮公公洗脸、擦身，喂饭喂
药、端屎端尿。近些年，冯双在村
里的一家企业打工，时间安排得满
满当当，不是料理家务，就是在地
里劳作，或在厂子上班，始终没有
闲下来的时候。

公 公 因 长 年 卧 床 ， 胃 肠 不
好。有几次，公公因拉稀弄脏了
被褥，冯双也不嫌弃，为公公换
洗被褥、擦洗身子，尽心尽力从
不抱怨。

有一次，冯双下班后，发现公
公从床上掉了下来。婆婆没有办
法，冯双不顾一切，吃力地将 130
余斤的公公抱起来，小心放到床
上，又为公公擦洗干净身子。

这些年，在冯双的悉心照料
下，公公身上从没长过褥疮，婆
婆身体状况也大有好转。如今，
大儿子已经 16岁了，在一所技校
上学，小儿子 13岁了，在一所中
学上初一，享受资助政策。丈夫
生前欠下的外债，冯双也在陆续
偿还。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冯双用年轻柔弱的肩膀撑
起了一个家。

“公公、婆婆有病，儿媳不
照顾，谁照顾？谁让俺们是一家
子 呢 ！” 朴 实 无 华 的 冯 双 这 样
说。“没有儿媳冯双，俺们一家
人 就 没 法 过 了 。” 婆 婆 激 动 地
说。村民们也对这个有担当的儿
媳赞不绝口。

照顾病母 放弃留校机会

1938年，魏立彦出生在青县大
泗河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还没
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模样，父亲便离
他远去——参加八路军，随军南
下。3年后，家中收到噩耗，父亲在
抗日战场上牺牲。

因家中有八路军，一家人屡遭
敌人迫害。年幼的他，不得不和家
人四处逃亡，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
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魏立彦和
家人的生活才稳定下来。他也终于
获得了上学的机会。

来之不易的生活让魏立彦倍加
珍惜，他努力学习，1958年考入了
原天津机电学院。那时，他是学校
数一数二的学霸，门门功课都名列
前茅。终于，他获得了留校任教的
机会。可这时，家中传来消息——
母亲病重，需要人照顾。作为家中
独子，魏立彦不得不放弃了留校的
机会。

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任教于

青县辛集中学。由于工作认真、责
任心强，很快便被乡政府相中。
1968 年，魏立彦来到了乡政府工
作。这一干，就是30多年。

那时，魏立彦一心扑在工作
上，每年春节，同事们都放假回家
过年了，只有他仍在办公室里伏案
写材料。

1976年 7月 28日，唐山突发地
震。那时，魏立彦不仅在乡政府上
班，还兼职乡政府广播站。得知地
震的消息后，他顾不上家人的安
危，骑着自行车就往广播站赶。

“一是想赶紧通知大伙儿地震的
消息，另外，广播站里有设备，容
易着火，我得去看看。”当时的情
景，魏立彦记忆犹新。

由于表现突出，当年，他被县
里评为抗震模范。

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魏立彦
一人种 24 亩地，年产达 4000 多公
斤，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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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独自扛起她独自扛起

残缺的家残缺的家
齐斐斐 王 文 王金兰 王洪盛

““陪娘就是报娘恩陪娘就是报娘恩””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杨海利

在儿女们的
眼中，父亲魏立
彦不是一位普通
的农民——年少
读书，成为学校
有名的“学霸”，
从 农 村 走 到 城
市，本可以留校
任教，但为了陪
伴母亲，他选择
放弃；为了找寻
烈 士 父 亲 的 遗
骨 ， 他 苦 苦 奔
波；为养活全家
人，一人种下 21
亩地，年产 4000
多公斤麦子；放
下锄头，拿起笔
头，书写的多首
诗 词 在 全 国 获
奖 ； 民 俗 、 民
风，家里总有讲
不完的故事……
他的一言一行如
春风细雨，滋养
着儿女们成长。

朴 实 的 话
语 ， 坚 韧 的 性
情 ， 厚 道 的 为
人，在青县新兴
镇大泗河村，提
起 83 岁 的 魏 立
彦，村民们交口
称赞。

更令人羡慕
的，是魏家人勤
勉自立的好家风。

在沧州市中心医院脑科医院
一间病房里，83岁的患者藏宪珍
病床前，一直儿孙围绕、亲情涌
动。

老人大小便失禁，无论是儿
子、女儿、儿媳，还是孙子、孙
女、外孙，都无一例外地上前擦
屎换尿布。老人没有知觉，输液
的时候，手经常不由自主地乱
动，儿孙们就守在床头，一直抚
着老人的手，一坐就是四五个小
时。平时，藏宪珍床头也总是笑
声阵阵。儿孙们经常问：“您是
谁？我是谁？他是谁？”老人答对
了，大家就点赞；老人答错了，
他们就和老人开玩笑。即使在病
房中，这温情的一幕，仍能让人
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幸福。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报娘
恩。娘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爹
39岁去世，娘拉扯我们兄妹五个
长大成人，还帮助我们照顾下一
代……我们总是觉得，和娘对我
们的付出相比，我们对娘做得太
少太少了……”大女儿郑继香说。

藏宪珍是沧县崔尔庄人。这
次患病后，不仅大小便失禁，对
很多人、事、物，也都失忆了。
孩子们问她的很多问题，她都答
不上来，每当这时，她总是呵呵
地笑，笑得那样慈祥善良。

但谁又知道，她经历了多少
磨难。44年前的一天，丈夫的忽
然离世，如晴天霹雳一般，给藏
宪珍及全家几乎带来了灭顶之

灾。那时，藏宪珍 39岁，大儿子
18岁，小儿子刚8岁。

“父亲去世不久，农村就包产
到户了。我们家人多劳力少，每
天，娘起早做好饭，让我们吃饱
后，无论大小都跟她下地，太阳
落山才能回家。我们累了一天，
回到家往炕上一躺，娘还要在灶
台间忙碌一家的饭……小时候不
懂事，在田里干活儿经常偷懒，
娘也不说我们，现在才懂娘的不
易。”二女儿说。

在儿女们的记忆中，白天，
母亲要在田地里劳作；夜晚，还
要给孩子们赶做四季的衣服。五
个孩子，缝缝补补，拆旧换新，
全靠母亲的一双手。万般艰难，
千般辛酸，藏宪珍勤劳善良、微
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孩子们，成为他们一
生的财富。

平凡琐事，一样可以彰显一
个人的优秀品质。藏宪珍勇于担
当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看在眼
里，记在心头。长大成人后，他
们互相帮衬，彼此成就，都有了
各自的一番事业。

藏宪珍共有三子两女。大儿
子郑继亮到北京闯出一番天地
后，不仅自己致富，还帮着弟弟
妹妹们发展事业。如今，藏宪珍
四代同堂，儿孙环绕，每次相
聚，都热热闹闹。即便在病床
前，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个普通农
家的朴实家风。

一个星期六，我到市交通局
宿舍参加了一次环境清洁的义务
劳动。因路途较远，匆匆吃过早
饭之后，便骑上电动车出发了。

或许是几天前一场瑞雪的缘
故吧，天气还真不错。初冬的阳
光里，一切都像是经水洗过的一
样，明朗又可爱。天空蓝蓝，微
风瑟瑟，暖阳融融。

我对这个小区有点不太熟
悉，寻找的过程中绕了不少弯
路。直到远远地看到十多个挥动
着铁锨、扫帚的红马甲身影，才
知道同事们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
来了。于是，我赶紧将车子停在
路边，抄起一把大扫帚加入到劳
动中去。

说起这些“红马甲”，许多人
都不陌生。他们都是社区文明服
务的志愿者，有协助交警在路口
引导行人的，有协助保安做疫情
防控的，有扶危济困关爱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的，有发放消防安
全、卫生保健、防诈骗等宣传材
料的。尤其节假日，公园里、道
口边，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他们
的身影。

这是小区临街的一段人行
道，上面铺着深红的花纹方砖，
两行白蜡树自南向北均匀地排列
开来。再往里面，是由月季、冬
青围成的一处小花园。

无论是方砖上，还是小花园
里，都散落着不少干树叶。我们
的任务就是将它们打扫干净，为
环卫工人减轻一些负担。只见一
把把大扫帚哗哗地扫着，落叶渐
渐被归敛得越来越厚，进而变成
喧喧腾腾的几大堆。这时，有人
拿着口袋过来了，大家又开始一

大锨、一大锨地往里装，装满
了再倒入附近的垃圾箱中。

“若是小时候拾柴火，能赶上
这么多树叶，该多高兴呀。还不
赶紧拿起耙子，哗哗地搂啊！”同
事一席话，勾起了人们很多童年
的回忆。是啊，那时生活困难，
不仅粮食不够吃，就连烧火做饭
也很成问题，谁没有背着筐子在
洼里拾过柴火？如今，家家户户
用上了天然气，做起饭来既轻松
又干净，从前的宝贝柴火，只能

“改行”作肥料了。
人行道打扫干净，我们继续

进入小区打扫。这是一个老小
区，前后几栋楼宇整齐地排列开
来，虽然只有四、五层高，但是
采光充裕，出入方便。并且楼宇
是刚刚做过外墙保温的，表面被
涂成崭新的白色；暗灰淡雅的水
泥地面也更加平坦、美观了。

“都是国家政策好啊！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每年都拿
出很多资金改善民生，人们的幸
福指数越来越高了。”一位大哥一
边用大铁锨装着树叶，一边笑盈
盈地说。我听得出来，这都是他
的心里话。近几年来，天蓝了，
水绿了，空气清新了，相信每个
人都有实实在在的感受。

这让我觉得今天的劳动很有
意义。不仅活动了筋骨，放松了
身心，重拾了乡愁，还做了件有
意义的事。建设美好家园也不只
是说说而已，而是一个巨大的系
统工程，需要很多人不断地努力
和付出。《诗》云“芃芃黍苗，阴
雨膏之”，只要我们从现在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这座小城就会
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和谐。

和和““红马甲红马甲””一起义务劳动一起义务劳动
韩爱华

病床前，涌动着感人的一幕：孩子们为老
人擦屎接尿，不仅没有丝毫厌烦，还总是传来
一阵阵欢声笑语。他们说——

忠孝两全 家风细雨润心

那些年，魏立彦一直忙工作，
顾不上家人和孩子。可他不知道，
自己的言行早已化作春风细雨流淌
进了孩子们的心中。

在女儿魏玉英看来，父亲不仅
正直朴实，还很励志。时至今日，
她仍然记得父亲趴在床上工作时的
情景。

“那时，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
晚上，我们都睡觉了，父亲就趴在
炕头写材料，等我们早上醒来，他
还趴在那写。”几十年过去了，这个
情景在魏玉英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她还记得，母亲当时在青县绣
花厂做技工，每逢厂里改善生活，
母亲都把细粮、肉菜省下，步行 20
公里路送回家，给奶奶补身子。

“平时家里有细粮和好吃的，都
是先让我奶奶吃，他们从不吃。”魏
玉英说，后来父亲工作忙，母亲便

辞去了工作，回家照顾奶奶。
“奶奶83岁去世，在村里也算是

高寿老人。爷爷是烈士，但始终不
知道埋骨何处。父亲多年来一直打
听找寻，抽空就往外地跑，联系爷
爷的老战友，最后终于确认爷爷牺
牲在河南清丰县。父母用行动为我
们诠释了何为‘孝’。”魏玉英说。

家中的子女们循着父母的足
迹，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着。

魏玉英今年 55岁，毕业于青县
一中，1985 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
系，毕业后分配在保定一家国企工
作。几乎在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
父亲的指点都让她受益匪浅。平时
工作遇到问题，她也会和父亲沟通
交流。

魏立彦告诉女儿：“即使退休
了，也不要闲着，要继续为国家作
贡献。”

笔耕不辍 守望乡土文化

今年夏天，一段小视频让大家
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魏立彦的身
上。原来，他带着孙子一起学习起
了传统文化、民俗民风。

魏立彦讲家风家训、讲青县的
民俗民风，一旁的孙子听得兴致盎
然，还获得很多人的关注和点赞。

回乡后，魏立彦把更多的时
间放在了学习和研究书法上。他
走访村落和老人，收集整理散落
在民间的故事。不知不觉间，运
河的旖旎风光、乡俗野趣就这样
被他整理下来。

他还爱好诗词，笔耕不辍，把
对党、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热爱寄予

笔端，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周年、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为纪念
陈云诞辰 110周年，以及为香港回
归、2008 年奥运会等作诗和写字，
多幅作品在全国获奖。

晚年，他写下“生活拾联”：
“食有度，饮有度，处世有度；言要
节，行要节，立身要节”勉励自己。

“立身方正，为官清廉。躬耕躬
读，效优效贤。外和内睦，思近虑
远。尽忠尽孝，慎行慎言。开拓务
实，扶危济难……”这是魏立彦写
下的治家格言，道出了自己的人生
信仰和对子孙后代的期望。

魏立彦夫妇和三女儿魏玉英魏立彦夫妇和三女儿魏玉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