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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A6

建安区五女店镇周店村的周恒
信、周书信、周俊然三兄弟，是兄弟和
睦相处的典范。尽管周恒信和周俊然
打了一辈子光棍儿，但二人一直享受
着大家庭的温暖。

40 多年来，老二周书信的妻子陆
景菊除了照顾丈夫的生活外，还给大

哥、小叔子洗衣做饭……是她的宽容
与接纳、大爱与付出，让本该分家独过
的大哥和小叔子享受着特别的关爱。

如今，因为怕麻烦、嫌吃亏、计得
失，导致兄弟、妯娌、父子不和的并不
鲜见。陆景菊用宽容与爱撑起整个婆
家，赢得了村民的赞许。

■ 记者手记

有一位外地人，租住在周店村卖
小磨油。她看到陆景菊悉心照料婆家
哥哥、弟弟的生活时，不解地问：“兄弟
媳妇养哥哥、嫂子养弟弟，你咋这么好
啊！你们这里有这样的规矩？”

陆景菊说：“他们都没有成家，生
活缺少人照顾，我不管谁管？”

“社会上，兄弟间、妯娌间不和的
事时有耳闻。”周店村党支部书记周纪
民说，40 多年来，作为家里的主妇，陆
景菊任劳任怨，从来没有嫌弃过婆家
哥弟。二人穿的、盖的总是被她洗得
干干净净。

“我从心里感激妻子。”周书信说，
这么多年，孙子、孙女、哥哥、弟弟的吃
穿都由妻子照顾，而且他们之间从没
有拌过嘴。“如果老伴儿怕麻烦，嫌弃
他们，我们一家人不会这么和睦。她
勤劳、不怕吃苦、心里能容人！”

村里曾建议送周恒信到镇敬老院
生 活 ，但 其 态 度 坚 决 ，不 愿 意 去 。 他
说：“在家里有弟媳照顾，生活上更方
便。”

实际上，周恒信耳背得厉害，加上
年事已高，有时外出转悠会找不到回
家的路。吃饭时，周书信和陆景菊还
需要四处寻找哥哥。照顾哥哥已成为
周书信夫妇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如果
哥哥一个人生活，二人实在放心不下。

说起嫂子，66 岁的周俊然夸她是
个好人。为了不靠哥嫂度日，他选择
到城区打零工。“一个人漂泊在外，只
有回到家，才会有归属感。现在，我明
显感觉身体不如从前，恐怕今后会给
哥嫂添更多麻烦。”

“只要干得动，我会尽力照顾大哥
和弟弟的生活。一家人和睦才是真正
的幸福。”陆景菊说。

“他们都没有成家，我不管谁管？”

陆景菊的两个儿子已经成家，常
年在外打工。平日里为补贴家用，陆
景菊会缝制一些鞋垫儿到庙会或集市
上卖。因为家里有缝纫机，街坊邻里
谁的衣服开线了，陆景菊总是热心地
帮忙修好。

除此之外，陆景菊从小就学会了
剪发，并购置了理发工具。“前几天，我
刚给大哥剪了胡子。”陆景菊说，几十
年来，周恒信的头发、胡子长了，都是

她修剪的。另外，陆景菊还给村里 88
岁的徐枝妮、70 多岁的刘香莲等老人
义务理发。至今，陆景菊已经用坏了 6
把推子。

“嫂子也给我理过发！隔三岔五
我会回家看看，前天刚回去过。”8 月 26
日，在市区六一路，周俊然对记者说，
他孑然一身在外漂泊，二哥和嫂子是
他的“靠山”。“无论什么时候回家，他
们 总 会 为 我 留 一 间 房 。 大 哥 年 事 已

帮邻里缝衣，给婆家哥弟理发、剪胡子

周书信家有三间平房，向南延伸
出两小间房屋，一小间是厨房，另一小
间是大哥周恒信的住室。堂屋有一个
房间是弟弟周俊然的住室。

8 月 26 日上午，手指有些僵硬的周
恒信坐在凳子上休息。“我的手指有时
不听使唤，捏不住筷子！”周恒信说，他
左眼失明，加上耳背，生活不能自理，
平时全靠弟弟和弟媳照顾。

“一天三顿饭，我每次做好后第一
碗饭总是端给大哥。夏季天热，他喜
欢穿一件蓝色上衣，我就趁其夜晚休
息 时 把 衣 服 洗 了 ，不 耽 误 他 第 二 天
穿。”陆景菊说，即便是寒冷的冬天，她

也会及时清洗周恒信的棉袄、内衣、被
褥。“有的老年人屋里、身上有难闻的
气味儿，但我哥身上没有任何异味儿，
因为我总是让我哥勤换衣服。”

采访中，周店村村委会主任周松
彦趴在周恒信耳朵上大声问：“你弟媳
景菊对你咋样？”

周恒信立马竖起大拇指说：“她对
我真不赖！”

周俊然在市区打工，隔三岔五会
回 到 家 里 。 陆 景 菊 从 没 有 把 他 当 外
人。什么时候他的被褥该换了、衣服
该洗了，陆景菊都记在心里。

悉心照顾婆家哥弟，从来不把他们当外人

8 月 26 日，在建安区五女店镇周店
村一座普通的院落里，记者看见南侧
院墙附近种有豆角、茄瓜等蔬菜，绿油
油的，长势很好。整个院落看起来干
净整洁，足见主人十分勤劳。

“大哥，天热，喝点儿水吧！”陆景
菊 把 一 碗 温 开 水 递 给 婆 家 大 哥 周 恒
信，眼神中透着关切。

陆 景 菊 的 丈 夫 周 书 信 共 兄 弟 三
人，他排行老二。周恒信今年 78 岁，身
有残疾。周恒信 8 岁那年在菜地里跑
着玩，不小心被树枝刮破左眼，因家里
穷没能及时治疗，导致左眼失明。周
书信的弟弟周俊然今年 66 岁。他因家
里条件差，加上性格内向，家里多次托
人说媒未果，至今未婚。三兄弟中，只

有周书信在 1975 年结婚成家。
“ 我 嫁 过 来 时 ，他 家 只 有 三 间 草

房，很穷！”陆景菊回忆说，她和周书信
结婚时，公公已经去世一年多。“俗话
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进了一
家门，就是一家人。我和丈夫，以及婆
婆、大哥、弟弟一起生活，和睦相处，从
来没有提过分家。”

1985 年，陆景菊的婆婆去世。陆
景菊说，大哥、三弟如果独自生活，有
个头疼脑热的，难免缺少人照应。40
多年来，周恒信、周书信、周俊然三兄
弟没有提过分家的事，一直住一个院
子、吃一锅饭菜。作为家里唯一的主
妇，陆景菊悉心照料着全家人的生活，
洗衣做饭，从来没有怨言。

三兄弟一个人娶妻、两个人打光棍儿

68岁的陆景菊自1975年嫁
给建安区五女店镇周店村村民
周书信后，不仅把家打理得井井
有条，而且把婆家哥哥、弟弟当
成亲人看待。40多年来，她和没
有成家的大哥、小叔子住一个院
子、吃一锅饭菜。她不仅给他们
缝补洗刷，而且牵挂着他们的健
康。

伺候大哥、照顾小叔子，陆
景菊用爱和宽容撑起整个婆
家。街坊邻里对其表现无不竖
起大拇指。

□ 记者郝晋文/图

心中有爱，亲情永存

三兄弟一个人娶妻、两个人打光棍儿，40多年住一个院子

伺候大哥、照顾小叔子
陆景菊用爱和宽容撑起整个婆家

高，再加上耳背，生活不能自理。若没
有 二 嫂 的 细 心 照 顾 ，恐 怕 他 难 以 独
活。”

“ 二 哥 一 家 人 的 生 活 并 不 容 易 。
嫂子不仅腿疼，而且患有高血压和脑
血管疾病。大哥平日里也要吃药。”周
俊然说，有时，他看二哥一家人生活困

难，就会掏出几百元钱给他们，但他们
从来没收过。

“钱你自己放着。假如哪一天我
们先走了，两个侄子你选一个跟着他
生活，头疼脑热时也有人照应。”陆景
菊和周书信总是这样劝说弟弟。

陆景菊
（左）和周书
信（右）搀扶
着大哥周恒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