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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铮 文/图

“建昌真仁义，不但孝敬父母，而且
对婶子像对亲娘一样，太难得了！”在鄢
陵县只乐镇庄刘村，提起刘建昌，没有不
伸大拇指的。30 多年来，刘建昌把五保
户婶子当亲娘供养，孝行感动乡邻。

将无儿女的婶子接到家照顾
8 月 23 日中午，记者在庄刘村一个

简陋的农家小院见到了 68 岁的刘建昌
和他 95岁的婶子董秀梅。

“婶儿，洗洗手，要吃饭了！”刘建昌
边给董秀梅洗手边告诉她，“今天做的是
鸡蛋汤面条儿，您喜欢吃吧？”董秀梅高
兴地说：“喜欢，喜欢。”

董秀梅是刘建昌的四婶儿，无儿无
女 ，虽 然 腿 脚 不 太 灵 便 ，但 头 脑 很 清
楚。“多亏了我侄子、侄媳妇！要不是他
们做得好，我哪有现在这好日子？”董秀
梅说。

董秀梅的老伴儿过世得早。30 多
年前，刘建昌把董秀梅接到家里，像孝敬
亲娘一样对她悉心照顾，让她感受到家
的温暖。

“我没有儿，建昌就是我的儿！”董秀
梅经常这样说。对于婶子的夸奖，刘建
昌说：“四婶儿没有子女，我们不能让她
感到孤独无助，况且她在身体条件允许
时没少替我照顾家庭。”

有孝心无怨言精于供养
庄刘村党支部书记吕炳森说，刘建

昌家庭条件并不是太好，但照顾婶子，没
有一句怨言。

2016 年年初，董秀梅突然觉得腿不
得劲。刘建昌拉着她到处就医，但治疗
效果不好。后来，许昌市一家医院的骨
科大夫对刘建昌说，老人岁数大了，尽量
少动，在家静养吧。

烧水做饭、端屎端尿、穿衣叠被、洗
脸梳头……自从董秀梅的腿不利索后，
刘建昌和老伴儿轮流守着她，照顾她的
饮食起居，陪她唠嗑儿。

在刘建昌和老伴儿的精心照顾下，
董秀梅竟然可以拄着拐杖活动了。在欢
喜的同时，刘建昌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
题，因患脑梗留下了说话不清晰的后遗
症。

“我家虽然不富裕，但绝对不让老人
凑合。婶子爱吃带馅儿的，我们就常给
她包包子、捏饺子。”刘建昌说，农忙时
节，即使自己随便吃点儿，他们也要给老
人开小灶炒个菜，每顿饭都现做。

“董秀梅老人有福气！有儿有女的
老人也不过如此。”村民张志联由衷地赞
叹。

和睦家庭成村中榜样
近年来，农村敬老院越来越多。几

年前，村干部提出将董秀梅送到敬老院，
刘建昌一口回绝。

“我还记得四叔的那句话：‘我没有
儿，侄子就是我的儿！’”刘建昌说，“我们
不能辜负老人的期望。我克服一下困
难，一定能照顾好四婶儿。”

“年纪再大，我也是晚辈。我只要有

能力，就多干一点儿。”刘建昌的老伴儿
话说朴实，服侍董秀梅从不含糊。

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如今，刘建昌的子女每次回家，总给董秀
梅带些她爱吃的零食，陪她聊聊天儿。

“刘家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是我们
村的榜样。”吕炳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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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五保户婶子当亲娘供养，给予家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肖涛 文/图）秋风夹
着瓜果香，掠过戏台上的锦衣玉带，回旋
在欢乐的人群中。8 月 23 日，禹州市无
梁镇曹楼村村民王庆福迎来百岁大寿，
子孙为老人请来了剧团。舞台搭在村
里，吸引了众多村民。伴随着声声问候
和祝福，老人笑盈盈的，被幸福包围。

百岁老人言传身教
好家风世代相传

8 月 23 日一早，曹楼村文化广场上
热闹非凡。近百名村民搬来小凳子，围
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

为给老人祝寿，子孙请洛阳小皇后
曲剧团从 8 月 22 日开始，连唱 3 天，与乡
邻一起分享这份喜悦。舞台下，身穿大
红色唐装的王庆福在子孙的簇拥下十分
开心，村民们纷纷上前送祝福。

“爷爷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给
他过大寿，让他高兴高兴，是应该的。”王
庆福的长孙王海峰说，老人有两儿两女，
祖孙四代共 39 人。因为老人喜欢听戏，
所以家人早就商量好等老人百岁大寿时
给他一个惊喜——请剧团唱大戏。

“我们对父亲孝顺，是他言传身教的
结果，相信会传递给孩子们。”王庆福的
长子王结实表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父
亲自己吃草根和树皮，把口粮挤出来供
养岳母和妻儿。“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
候，父亲把家里的红薯紧着我们吃，自己
吃红薯皮充饥。”

对儿媳妇，王庆福也真心相待。王
庆福经常劝说村里的老人：“儿女好不如
儿媳妇好。我们成天待在家里，她们是
我们的‘保护神’。我们吃好穿暖，全靠
她们。”

在王庆福的言传身教下，子女对待
双方父母都尽心尽责，家里的老人从来
不缺零花钱，孙辈夫妻恩爱、勤劳朴实。

整个大家庭的成员在这样的氛围中和睦
相处、互相扶持、共同成长。

养生秘诀
水好空气好心态好

谈及王庆福长寿的秘诀，王结实挠
了挠头说：“老人生活规律，每天定时休
息，吃饭不讲究，家里有啥吃啥，口味清
淡，从来不吃保健品。”

他想了想，补充道：“会不会跟环境
有关？我们村水好、空气好。父亲每天
6 点起床后，会绕村子转转。”王结实一
说，周围的乡亲都自豪地笑了。曹楼村
靠近具茨山，空气很不错。村里街道整
洁，一片片绿色非常养眼。

“我感觉，老人之所以长寿，主要是
因为心态好，成天笑眯眯的。”村民曹长
俊说，王庆福眼不花，思路清晰，身体硬
朗，生活能自理，虽然这两年听力有所下
降，但不影响交流。他每天都会在村里
和人交流，说说村里的旧事，劝说村民和
睦相处。2017 年，村里有一对小夫妻闹
离婚，王庆福主动上门劝说。如今，两人
不仅婚姻美满，还十分孝敬长辈。

读书、看报是王庆福的日常活动。
老人说，为了不落后于时代，子孙推荐的
书，他都会读。“他最喜欢看《故事会》和

《毛泽东选集》，经常把中意的内容与大
家分享。”王庆福的小女儿王冠芳介绍。
采访中，王庆福不戴老花镜，用缓慢的语
速清晰地念村“两委”发来的贺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老人
激动地说：“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现在
吃的、穿的都很好，每年能领 4860 元补
助，我赶上了好时代！祝福祖国！”

好家风、好民风
造就长寿村

曹楼村现有 60 至 79 岁老人 296 位、

80 至 89 岁老人 55 位、90 岁以上老人 11
位。曹楼村党支部书记曹长法表示，该
村长寿老人多，不仅得益于儿女孝顺，而
且得益于党的好政策让村居环境和人文
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村开设了敬老助餐点，投资
18000 元购买了消毒柜、餐柜等，接待本
村 16 位空巢老人和孤寡老人。每个月，
老人交 105 元，村里补贴 105 元。16 位
老人一日三餐在敬老助餐点解决，每顿
饭都注重营养搭配，3 天吃一次肉。”曹
长法介绍。

此外，曹楼村在南北、东西主干道两
侧绘制了宣扬传统美德的文化墙，制作
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规民约、善

行义举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栏。村里每年
三八妇女节都开展“好婆婆”“好媳妇”

“五美示范庭院”等评选活动，每年五一
劳动节都举办广场舞大赛，丰富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弘扬好家风、营造好民
风。

刘建昌将水杯递到四婶儿董秀梅手中。

禹州市无梁镇曹楼村村民王庆福过百岁大寿，村“两委”发贺信，子孙请剧团，乡邻送祝福

和谐家庭幸福多，长寿村里民风淳

王庆福老人乐呵呵地欣赏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