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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沧州安定医院心理专线：0317-20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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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县河堤村有一个献县河堤村有一个5050多口人的特殊大家庭多口人的特殊大家庭————

和睦和睦和睦五兄弟五兄弟五兄弟 474747年不分家年不分家年不分家
杨静然 左大中

俗话说，树大开枝，儿大分家。大
多数儿女长大后，都会自立门户，组建
自己的小家庭。然而，在献县张村乡河
堤村，有一个 50多口人的大家庭，47
年没有分过家，兄弟间互帮互助，和睦
幸福，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他们就是李东坡、李庆坡、李庆
贺、李庆茂、李庆友一家。

长兄如父

在献县张村乡河堤村，打听李东坡
的住处，可能有人不知道，但一问“40
多年没分家的老李家住哪”，几乎人人
皆知。在热心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
了李家的老大李东坡的家。院子不大，
但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

“俺叫李东坡，是这个大家庭的
‘家长’。”虽然年近古稀，但李东坡身
板笔直，说话沉稳、睿智。

说他是李家的“大家长”，一点都
不为过。

李东坡 69岁，兄妹六人，他排老
大。早些年，家里日子不好过，他早早
就出去打工了。挣了钱，自己分文不
留，全都交给父母保管。父母去世后，
一家人的钱又都交到了他手上，像是约
定俗成的规则一般，几十年没有变过。

20世纪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大
潮的推进，当时正在北京打工的李东
坡，也嗅到了机遇。

“那时候，俺四个弟弟别说结婚
了，连间像样的房子都盖不起。可把俺
爹娘愁坏了。”作为家中老大，李东坡
深感责任重大。

为了摆脱贫困，李东坡什么活都
干，包地、打井、养牛，帮着二弟盖起
新房，看着他结婚，又继续供三弟、四
弟、五弟，直到四个弟弟都娶妻、盖
房，李东坡才稍微松了口气。但这并不
是他的目标。

村里人都说：“亲兄弟，明算账，
合伙生意难长久。”但李家的兄弟们，
却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这一说法。

40多年间，五兄弟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他们包地、办厂、养牛、跑
工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挣的钱都
交到李东坡手中。每年年底，李东坡拿
出账目表，将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公开。
几十年来，兄弟几人无论谁挣钱多少、
贡献大小，在这个家里，钱都是平均分
配。

每当提起这段创业历程，李东坡总
是感慨万分：“我们五兄弟，就像五根
手指，虽然长短不一，但握在一起，就
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说起大哥，四弟李庆茂尊敬又佩
服：“大哥快 70岁了，每天比我们还
忙。二哥包着 1000多亩地，他每天都
过去帮忙；三哥养牛、开吊车，他时常
关照；俺家办厂，他帮着跑关系、拉买
卖；五弟干工程，他也跟着操心。这些
谋生的路子，都是大哥带着俺们干起来
的。”

这些年，谁家遇到难事了，找大

哥，谁家闹矛盾了，也来找大哥，李东
坡就是李家的“主心骨”。

兄弟齐心

李家的和谐不仅体现在事业上，更
体现在对父母的孝敬上。2005年，李
东坡的母亲因病住院，五兄弟轮流照
顾，没有半句怨言。

“那时候，我们五兄弟商量好，无
论多忙，都要抽时间照顾母亲。”李东
坡回忆，为了给母亲提供更好的医疗条
件，他们兄弟几人四处奔波，寻医问
药，在村里被传为佳话。

在李东坡看来，李家的家风是“遗
传”的，他们只是学着父母的样子、做
着相同的事情而已。

李东坡说，他的父亲兄弟四人，当
年也是这样。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但
大家齐心协力，都孝顺父母。

李东坡的妻子是一位贤内助，不仅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和妯娌们相处
得也像亲姐妹一样。

李东坡的三弟李庆贺，几年前妻子
去世了。当时，他年纪大了，儿女都已
成家，每天围着家里的买卖转，忙得他
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李东坡和妻子看在
眼里，直接把三弟接过来，吃住在自己
家。

在李东坡家吃饭，是兄弟几人共同
的年少记忆。

“大哥结婚时，俺们还小。大嫂不
仅要伺候俺爹娘，还得照顾这一大家子
的吃喝。把俺们几个兄弟照顾得无微不
至。”李庆茂说。

这份恩情，令四个兄弟铭记。每年
过年，他们都会给大哥、大嫂磕头行
礼，表达心中的感激。

李东坡的二伯家日子过得拮据，儿
子做生意赔了钱，还落了一身病。落魄
时，李东坡带着兄弟们前去探望，不仅

给这位叔伯兄弟买药治病，还出钱打理
了二婶的丧事。

“每年过年，大嫂都要去这位叔伯
兄弟家包饺子、蒸包子，安排妥当才离
开。这两年，兄弟年纪大了，就直接接
过来跟我们一起过年。”李庆茂说。

为什么李家人团结又无私？
李庆茂道出缘由，大哥、大嫂以身

作则，为全家人树立了好榜样，兄弟们
也从不计较得失。

和谐大家庭

为了经营好这个大家庭，李东坡常
常告诫兄弟们：“一家人要团结，多奉
献，少计较。”

李家的晚辈们也深受长辈们的影
响。他们不仅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在工
作上也兢兢业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
发热。

几十年过去了，李家几个小家庭盖
起了新房，还都在县城里买了楼房，但

李东坡和四个兄弟始终没搬出过这个
村。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他们的根始终
在河堤村。

兄弟们之间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但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有事大家
一起商量，就像燕子衔泥筑巢，齐心协
力经营着这个大家庭。

每当提起李家，村民们都会竖起大
拇指，称赞他们是一个和睦、团结、向
上的大家庭。

李东坡常说：“一家人只要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儿。”正是有这种精神，李家才能在40
多年里，始终和谐、团结。

让兄弟几人印象深刻的是，只要是
家里的事情，李东坡都会主动揽下。每
年过年，这位大哥会自己出钱准备好一
大家子的年货。“这是一笔糊涂账，大
哥总是付出得多一些。”

而李东坡却并不在乎。他觉得，只
要一家人其乐融融，家人幸福，“糊涂
点”也无妨。

11月 17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
进献县雨花敬老服务中心，韩立秀已经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打扫卫生、洗菜、
做饭……

68岁的韩立秀，是献县雨花敬老
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献县巾帼志愿服
务队副队长，参与公益活动已经 7年
了。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她的生活却
格外忙碌。在她心中，每一次伸出援
手，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只要穿上那
件红色志愿服，她立刻感觉自己充满了
活力。

“苦点累点不算啥”

韩立秀爱说爱笑、心灵手巧，曾在
献县补花厂上班。退休后，她一直琢磨
着做些事去帮助他人。2017年，献县
雨花敬老服务中心成立，专门为老年人
提供午餐。韩立秀听说后，想都没想就
加入进来。

一开始，来吃饭的老人并不多。慢
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吃午饭的老人
越来越多，韩立秀也越发忙碌起来。每
天早上7点，她和志愿者们就来到敬老
服务中心，打扫卫生、准备午饭，直到
下午忙完才回家。

每年一到腊月初八，韩立秀比往常

更忙碌。凌晨3点，她准时到达敬老服
务中心熬煮腊八粥。为了让粥里的枣更
加香甜，她总是把枣先蒸一下，红豆、
糯米等食材也精心挑选。韩立秀还将粥
送到养老院里、环卫工人的手中。这一
送，就是7年。

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
去年年底，她连夜赶制了 12条床单，
送给家住小平王乡元昌楼村的五保
户。

在敬老服务中心，韩立秀是大家心
中的“暖心大姐”。虽然忙碌，但韩立
秀却很开心：“能为老人们做点实事，
苦点累点不算啥。”

四年如一日的坚持

韩立秀每天第一个到店，买菜、
做饭、送饭，脏活累活抢着干；她心
灵手巧，打烧饼、蒸包子、包粽子
等，几乎样样精通。但最令众人感动
的，是韩立秀有颗善良无私的心。

这些年，有一位名叫卢金花的老人
让她始终牵挂。2020年，老人不慎摔
伤瘫痪在床，儿子忙于工作，无法时刻
陪伴在身边。韩立秀得知后，便毫不犹
豫地承担起了给老人送饭的任务。无论
严寒酷暑，每天她都会准时出现在老人
床前，为老人送上热腾腾的饭菜。她一
边喂饭一边和老人聊天，总能把老人逗
得开怀大笑。

服侍老人吃完饭，她还帮老人整

理屋子，把碗筷洗刷干净才离开。在
她的照料下，老人的身体状况也逐渐
好转。

去年汛期，韩立秀更是忙得不可开
交。她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赶到市场
挑选新鲜的蔬菜和肉，然后到安置点为
70多位泛区的安置人员准备饭菜。一
天下来，她累得双眼布满血丝。即便如
此，看到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时，她觉得
一切付出都值得。

公益路上传递快乐

“我做公益从来不觉累，相反还特
别开心。”如今，韩立秀把这份快乐也
传递给了更多人。这些年，在她的带
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队
伍中来。

除了为老人服务，韩立秀还积极参
与各种公益活动。她组织志愿者们为孤
残儿童送去关爱和帮助，为困难家庭送
去物资和医疗援助。

年轻人的婚恋问题，韩立秀也没少
操心。她像个知心大姐一样，耐心倾听
年轻人的心声，为他们“牵线搭桥”。
在她的帮助下，一对对年轻人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幸福归宿。

说起这些年做的事，韩立秀神采飞
扬，脸上满是幸福和喜悦。她说：“做
公益，既是帮助别人，更是帮助自己。
因为做公益，我的心情变得舒畅了，家
庭氛围也更加和谐了。”

岁月悠悠，韩立秀依旧忙碌在公益
路上，用她的善良和热情温暖着更多的
人。她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李家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李家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其乐融融。。

在渤海新区黄骅市南排河
镇刘家堡村西侧，有一座古朴
的祠堂。白色的围墙、干净的
院落、简单的陈设，庄严肃
穆。

这里是刘家堡村村民举办
丧葬仪式的地方，也是南排河
镇移风易俗、推进殡葬改革的
一个缩影。

在这里举办丧葬仪式，没
有灵棚、白布，只有亲友胸前
肃穆的白花和哀乐。村民许玉
青告诉记者：“以前，白事动
辄四五万元的费用，让不少家
庭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现在，
祠堂的建立改变了这些，形式
从简，仅寄哀思的追悼方式，
能为逝者家属节省不少钱。”

南排河镇地域南北狭长，
海岸线全长 55公里，但陆地
平均宽度却不足 2 公里。过
去，渔民传统观念重，多选择
土葬方式。但随着人口数量的
增长，广大渔区的百姓面临无
地可葬的困境，而且一遇到雨
季汛期，渔民甚至要蹚水下
葬、上坟。同时，南排河地域
多为湿地滩涂，可利用的土地
面积较少。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南排
河镇党委政府决定采取大村单
独建设、小村联合建设的方

式，设置渔民祠堂。这一举措
不仅解决了渔民们的殡葬难
题，还为文明祭祀提供了基础
条件，更是有效节约了土地资
源。

“一开始，村民们还是有
些不习惯，毕竟入土为安的传
统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刘家
堡村党支部书记刘金河感慨地
说，“我们村‘两委’成员都
是红白理事会的，挨家挨户做
工作，谁家有白事都过去帮
忙。久而久之，终于换来了大
家的认可。”

渔民祠堂里设施完备，厨
房、餐厅、休息室一应俱全，
还免费提供炊具、厨具等设
施。每桌餐饭标准控制在 200
元以内，大大减轻了村民的负
担。

为推动迁坟工作顺利进
行，南排河镇还出台了很多政
策，主动迁坟的群众不仅可以
得到补偿款，还拥有优先选择
灵位的权利。这一举措大大激
发了渔民们将原有坟墓改迁到
祠堂的积极性。

如今，南排河镇已经有5个
村的祠堂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大辛堡村的祠堂也正在紧锣密
鼓建设中。这些渔民祠堂的投
入使用，将惠及渔区4万余人。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不
容乐观，心理健康干预也面临诸
多痛点。这两年，数字医疗开始
走进大众视野。科技赋能，或可
化解这些痛点。”日前，在沧州安
定医院，国内知名儿童青少年心
理专家郑毅教授应邀作了一场题
为《儿童心理健康与数字医疗》
的讲座，为现场听众带来了一股
科技新风。

数字医疗是指使用数字技术
和互联网来提供心理健康治疗和
支持的形式。比如在线治疗，可
以通过视频通话或文字聊天的方
式与专业心理医生进行远程会
话。它使人们可以直接获得心理
健康服务，无需亲自前往诊所。
家长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答题系
统，完成初筛；筛查出有问题倾
向的儿童，可再由专科医生进行
复筛或初步诊断。借助数字医
疗，即便专业医生紧缺，医院也
可实现对患者的大面积人群筛查。

郑毅教授称，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问题早期非常隐匿，父
母如果不是特别细心，或者有足
够多的专业知识很难发现，发现
时一般都已患病。拿孤独症来

说，高发年龄通常在两岁半到
三岁之间，治疗方式有心理治
疗、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三种。
不过用药会存在药物依从性、药
效不乐观以及副作用等问题；心
理治疗又存在精神心理领域医疗
资源不足等问题；而数字医疗则
可在药物之外，通过改变患者
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改善精神状
况。

具体治疗操作，患儿可以通
过穿戴设备或借助APP进行。未
来，患儿拿到的药盒，打开后可
能就是几个二维码，就像吃药一
样，一天几次扫码。扫出来的视
频，提供各种冥想、呼吸练习和
放松技巧，可以帮助患儿减轻压
力，缓解焦虑和抑郁等问题。比
如孤独症孩子总是不注意人的
脸，那么系统会通过一个需要配
对的操作，引起孩子的注视，舒
适之后再将配对转移到一个人脸
之上，这样逐渐形成正向强化。

“未来，数字医疗在多种精神
疾病的治疗中会有广泛应用，如
对自闭症、注意力障碍、睡眠障
碍等的治疗有很好的帮助。”郑毅
教授说。

数字医疗促进心理健康数字医疗促进心理健康

11月16日，沧县姚官屯镇姜庄子村吉庆学校举办了一场以“诵读
红色经典 弘扬爱国精神”为主题的朗诵比赛。来自各个年级的11组选
手深情朗诵，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老一辈播音艺术家齐越曾下乡到
姜庄子村，在这里建立红旗广播站，传递党的声音、反映百姓心声。如
今，吉庆学校也通过校广播站推广普通话，弘扬红色文化，学校还将每
年11月定为“齐越活动月”。 记 者 摄

李东坡（中）带着二弟李庆坡（左）、四弟李庆茂（右）查看庄稼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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