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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为爱接力

核心
提示

83岁的阜新市太平区祥和社区居民岳云
凌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足50公斤。就是这
样一个瘦弱的老人，却在上世纪80年代，心怀

无私大爱, 收养了一名智障婴儿。12年后，她又收留了一
名精神疾病患者及其4岁的女儿。即使生活困难，她仍把
关爱给予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支撑起一个五口人5个姓氏
组成的特殊家庭。37年来，她无怨无悔，无私奉献，获得
了辽宁省道德模范、阜新市“十大杰出母亲”等荣誉称号。

“我 46 岁收养李英启，
58 岁收留卜秀梅母女。”在
谈及家人是否支持她时，岳
云凌对记者说，她的 3 个儿
女都心疼她，不忍心她再挨
累，“我就开导他们说，你
妈也没干啥坏事，咬咬牙我
能坚持下来，等小启、郭娜
都长大了，我就清闲了。”

说归说，实际上岳云凌
至今也不得清闲。有未婚的
李英启在家，即使 83 岁了，
岳云凌还得当“大管家”。生
活无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年迈的岳云凌年复一年地坚
持着。一晃37年过去了，岳
云凌说，郭娜已经成家，有人
疼爱，卜秀梅精神状况好转
很多，并有了退休金，她们母
女的生活不用再担心，现在
最担心的是李英启，我们每
天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是为
了让他以后的生活有保障，

“小启每月有低保500元，我
每月只让他花 300 元，这样
每月都能多攒点儿钱，利用
这些年攒的钱，已经给他买
了房子。”

岳云凌告诉记者，她已
经把自己百年后的事情安排
好，女儿答应她为爱接力，

“要是我没了，她会把小启接
到家中去，让他不失落，依然
有温馨的家。”

“小启哥有困难时，我也
会帮助他的。”开朗的郭娜接
过话茬儿，接着她又回忆起
往事，“奶奶在熬苹果罐头的
时候，总是先看看爷爷在家
不，如果他不在家，就偷偷给
我们切苹果块吃，他要是在
家，奶奶就把苹果核留得大
大的，这样我和小启哥就能
吃到苹果了。我明白奶奶的
用心，她这么做可以看出她
对我们有多爱。”

如今，郭娜的儿子已满两
个月，一个多小时就需要给他喂
一次奶。即使住在城北，需要换
两次公交车，郭娜还是经常趁
着孩子睡觉的时候，坐公交车
去看望住在城南的奶奶。“要
不我不放心，毕竟她这么大岁
数了，走路越来越吃力，我回
家时可以顺便给他们买点
菜。”郭娜说，她一直对奶奶当
初的收留心存感激，尤其是当
妈妈后，更懂得抚养孩子的不
易，“没有我奶奶，我就得流浪
街头，感谢奶奶把我拉扯大。”

知恩图报，善莫大焉。
郭娜对记者说，虽然自己文化
水平低，但是她知道做人最浅
显的道理，就是与人为善，知
恩图报，“做人得有良心和责
任感。以后我要让孩子以太
奶为榜样，学会感恩，与人为
善，乐于助人。”

“姥姥，这是我在网上给
你买的戒指，希望你喜欢。”38
岁的李英启慢悠悠地说。

“小哥，奶奶都多大岁数
了，她能戴吗？”正在擀饺子皮
的90后郭娜说。

“是呗！送给阿姨我吧，我
喜欢。”57岁的卜秀梅搭话道。

“谁也不给，老太太我就
戴着了，这可是小启的一片心
意。”83岁的岳云凌边包饺子
边说道。她头发花白，面容和

蔼，身高不到1.60米，体重不
足50公斤。

11 月 28 日中午，阜新市
太平区祥和社区岳云凌家里
不时传来一片片欢声笑语，

“安静”了 5 个月的家恢复了
往日的热闹。岳云凌乐得合
不拢嘴：“我老伴儿去世后，剩
下我们四口人一起生活，可自
从郭娜出嫁后，卜秀梅也不怎
么在家住了，就剩下我和小
启，一天这个闷啊！”

好人岳云凌用37年时光诠释人间大爱
本报记者 年旭春 文并摄

说到家庭人口的变化，岳云凌
边包饺子边回忆起往事。

1982 年，46 岁的岳云凌从街
道办的企业领回950元钱后，与企
业解除了劳动关系。那时，她的3
个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她家还没有
搬迁上楼，偌大的一个院子和数间
平房只剩下她和老伴儿住。看到
家附近很多上班族照顾幼儿难，自
家的房子又空着好几个房间，岳云
凌萌生了开办托儿所的想法。“就
是带孩子，根本雇不起老师，中午
挨个哄睡觉，一天保证吃饱喝好。”
岳云凌说。

因收费低，托儿所开门营业就
大受欢迎，很多困难家庭将孩子送
来。一天早上，一位坐着轮椅的中
年男子敲开托儿所的门，他怀里抱
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男子介
绍说，自己患有小儿麻痹，孩子妈
妈生下孩子后不久就去世了。他
靠修鞋为生，养不活孩子，想送孩
子来长托。看到岳云凌迟迟不语，
男子眼泪汪汪地说：“我定期送托
费来，你就帮我养着吧，养好养不
好都不怪你。”

襁褓中骨瘦如柴的男婴唤起
了岳云凌的怜爱之心。想到孩子
在托儿所起码能不挨饿受冻，岳云

凌答应了这个男子。这个男婴便
是李英启。

“起初，小启父亲按月送来十
几元托费，可后来再也没露面。听
人说，他意外死亡了。”岳云凌说。

李英启成了一名孤儿。为他
买奶粉，换季时买衣服，岳云凌更
加悉心地照顾他。可李英启长到
4 岁，连拉屎撒尿都不知道言语，
岳云凌带他去医院检查，才得知李
英启是个智障儿。

诊断结果让岳云凌陷入悲痛，
但丝毫没有影响她对李英启的爱。
她几乎花光家里积蓄为孩子进行康
复治疗，遗憾的是效果并不明显。

一晃几年过去了，李英启到了
上学的年龄。岳云凌找到小学校
长，好话说了一大堆，学校总算收
下了李英启。念到小学五年级时，
李英启实在跟不上学习进度，最后
只好退学了。

一天凌晨，李英启生病了。岳
云凌背着他，在漫天飞雪中一滑一
拐地来到医院。当针扎进李英启
的血管里，孩子傻傻地喊疼。岳云
凌抓起孩子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
说：“苦命的孩子，有姥姥在，你啥
都别怕啊！”此后，岳云凌正式办理
了收养他的手续。

长托婴儿变成外孙子

“听妈妈说，我小时候曾在奶奶办
的托儿所里待过。”岳云凌的讲述唤起
了郭娜的记忆，她放下擀面杖，站起
身，捋了捋因低头擀面而散乱的秀
发。眼前的郭娜出生于1990年，身高
1.70 米，面容秀美。郭娜的妈妈卜秀
梅笑着说：“把郭娜养大成人，是老太
太的功劳，我没尽到责任啊。”

1994年的一天，卜秀梅披头散发、
满脸污垢地来到岳云凌家，进屋就嚷着
给她腾间房住，还说三四天没吃饭了。
从卜秀梅凌乱的讲述中岳云凌得知，卜
秀梅因与丈夫离婚受到打击，精神变得
有些不正常。“同样是女人，我很同情
她。”岳云凌说。从此，卜秀梅带着4岁

的女儿郭娜住进了岳云凌家，郭娜称岳
云凌为“奶奶”。

无论是收养李英启，还是收留卜秀
梅母女，岳云凌的丈夫汪国禄都不是很
赞同，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
他们有3个儿女，虽然都已成家立业，
但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难处——大儿
子夫妻双双下岗，孩子正在上大学，小
儿子离异，女儿家境也不算太好。

收留卜秀梅母女后，岳云凌的日
子过得更苦了。一家五口人要吃饭，
还要给卜秀梅治病，汪国禄的退休工
资根本不够用。为了让孩子们有吃有
穿，岳云凌到火车道旁捡煤渣，回家后
再掺上锯末和黄土做成煤球，背到市

场上去卖。岳云凌说，苦点累点都不
怕，最怕卜秀梅和李英启同时在家，他
俩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一天，两人
又打起来，吓得岳云凌跪在地上一边
哭一边求他们别打了。岳云凌的大儿
子回家看到这一幕，气得大吼一声：

“今天必须得清理队伍了！”卜秀梅一
听到这句话马上说：“清理吧，我得把
老太太带走。”岳云凌说：“你们再打架
会把我气死的。”李英启听到姥姥这样
说，立刻松开抓着卜秀梅头发的手说：

“姥姥要死了，我也不活了。”
此后，卜秀梅和李英启再也没动

手打过架。这件事，也让岳云凌知道
了她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收留精神疾患女及其女儿

2003年，岳云凌患病多年的老伴儿
去世，对于这个特殊家庭来说无疑是雪
上加霜。面对困境，儿女们都劝她去儿
子家颐养天年，可岳云凌总是坚定地
说：“不，我不会扔下他们不管。”

街道和社区干部看岳云凌生活得
太苦太累，提出把李英启送到福利院，
把卜秀梅送到亲属家，可岳云凌都拒绝
了，“他们跟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对他
们、他们对我都有很深的感情，只要我
能吃上干的，就不能让他们喝稀的。”

2005年4月，阜新棚户区改造工程
竣工后，岳云凌住进了70多平方米的
两室楼房。李英启住北屋，岳云凌、卜
秀梅和郭娜挤在南屋。

住进楼房后，家里的花销增多了，
懂事的郭娜没心思再继续读初中，主

动退学外出务工。“郭娜这孩子太仁义，
一个人在外地打工还总惦记家里，时常
给我打长途电话问家里情况，叮嘱我注
意身体，每次回家都给我买营养品。”岳
云凌哽咽着说，“这孩子聪明，在教育上
我们再努力努力就好了。”

“这不也挺好嘛！奶奶，你别责怪
自己了。我能健康地长大已经很满
足。”郭娜拉着岳云凌的手安慰道。

时光飞逝，转眼间，郭娜到了谈婚
论嫁的年龄。挑来选去，她终于找到
了自己的另一半并步入婚姻殿堂，今
年9月生下一个儿子。卜秀梅经过多
年服药治疗后，精神疾病得到缓解，如
今大部分时间用于照顾她生病的母
亲。热闹的五口之家，只剩下岳云凌
和李英启两人相依为伴。

“别看小启长得瘦，其实挺有力
气。”岳云凌指了指堆在门口的秋菜
说，“这些白菜和土豆有100多公斤，都
是小启一个人搬到三楼来的。”

岳云凌说：“小启脾气大，生气时我
都得离他远点。他平时很温和、孝顺，
我生病他知道给我买药，每天晚上还给
我端洗脚水，偶尔还在网上买小礼物送
我。我有退休金，小启有低保，我们相
依为伴的日子过得挺好。”

从最初收养李英启，再到收留卜
秀梅母女，没人知道岳云凌吃了多少
苦，受了多少罪，她默默地奉献着。这
个特殊家庭先后被评为全国“五好文
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岳云凌被
授予辽宁省道德模范和阜新市“十大
杰出母亲”等荣誉称号。

从五口之家到祖孙相依为伴

岳云凌（前排）与她收养的李英启及收留的卜秀梅、郭娜母女（后排左起）合影。

11月28日，郭娜回家看望岳云凌，一家人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

为了那份庄严承诺
（上接第十二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和

田垦区公安局喀尔塔格孜派出所民
警唐飞，7年前只身来到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工作。边疆荒漠语言不通，
他每次入户都会花上几分钟介绍自
己，说不明白就连手带脚一块“上
阵”。从开始只能与少数民族同胞打
手势交流，到如今群众口中最信任的

“亚克西警官”，7年来，他忠诚履行着
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各类案件发案
率为兵团最低。

扎根一线，甘为孺子牛

基层民警的“最美”不仅体现在
危急时分，更多的“最美”，体现在平
凡琐事中。

在甘肃敦煌雅丹地貌区戈壁上，
有一座独特的窑洞派出所。这是敦
煌市公安局雅丹世界地质公园治安
派出所所长兼雅丹公安检查站站长
李生寿带着警员们年复一年挖出来
的。在距离市区 180 公里的戈壁腹
地，李生寿已经坚守了22年。抛家舍
业、扎根荒漠为了啥？他的回答简单
有力：这里的老百姓需要有人守护。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山南新区分

局曹庵派出所所长鲍志斌7年前出警
时遭遇车祸，左臂截肢。但伤残并不
是职业的终点，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坚
韧的毅力，他重返维护治安第一线，至
今共抓获各类逃犯90余人，主办各类
刑事案件90余起，处理治安案件1100
余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400万
元。使命初心源于家风传承，从鲍志
斌的爷爷开始，鲍家一家三代从警，生
动诠释了一个警察世家的奉献和担
当。“做的每件事，要对得起这身干净
的制服。”这是鲍志斌朴素的信念。

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管教四大
队民警毛卓云的岗位是艾滋病监
区。如何做好艾滋病在押人员的管
教工作？毛卓云坚持“以心换心”。
12年的真情付出，他成为在押人员眼
中的“毛老师”“毛校长”“毛爸爸”。

云南省昆明铁路公安局昆明公
安处拉鲊站派出所教导员杨绍院接
触最多的就是附近的村民。谁家有
红白喜事，他当车夫；谁家半夜有人
突发疾病，他急奔医院；为方便群众
报警求助，他干脆把自己的手机号码
印在铁路沿线的安全提示牌上……
13年来，他收获了许多“亲人”。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案审中队副中队长付绍刚长

期战斗在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最前
沿。14年来，他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
件 1600 余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430余名，网上逃犯80余名。队员们
都说他有一副“铁胆”，而“铁胆”的背
后是对百姓的柔情。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公安局刑侦
支队副支队长洛桑带领队员们破获
当地首起电信诈骗案和措美县卓德
寺国家级文物失窃案、打掉恶势力犯
罪集团……三等功5次，嘉奖8次，一
枚枚金色的奖牌，一张张火红的证
书，印证着洛桑从警14年的初心。

2010年玉树地震后，顾不上抚慰
亲人，玉树交警桑丁就投入救人治
伤、清理废墟、疏导交通、灾后重建工
作中，几个月都没回过家。目前，桑
丁已调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
树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大队
长，但每逢交通运输高峰，人们还是
总能看到他在一线的忙碌身影。

开拓进取，守正亦创新

新时代的社会治理，需要民警不
断守正创新。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刑事犯罪信息中心副主任熊国
海牵头打造了市局合成侦查工作平

台，实现所有案件资料档案化、工作流
程视图化、手段运用集约化的工作目
标，进一步提升合成侦查工作的效率。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侵财案件
侦查支队探长康飞也是在网上作战的
一员。他筹建的市反诈骗中心自2016
年运行以来，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协同
处置警情28194起，成功止付电信诈骗
案件16890起，止付金额46009万元。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副教导员张晓光有个响亮的
外号“警队小诸葛”。他利用自身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特长努力钻研，将传
统公安侦查方式与信息化作战手段
相结合，用信息研判为侦查办案指明
方向，逐步成长为一名业务骨干，首
批入选河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专家
人才库。

基层治理离不开科技赋能。海
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
海口支队红岛派出所所长刘智利用
微信平台，整合辖区内宾馆、旅店、旅
业式出租屋从业人员，形成成本低、
覆盖广、反应快的情报信息网络。他
还带领全所民警创新“智慧警务”“大
数据警务”等机制，用互联网打造辖
区“安全网”。

贵州省安顺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西航派出所南新社区民警胡
鹏的辖区属于典型的城中村，面对复
杂的地理环境、人员结构和治安状况，
他创立了社区采集“五步法”，通过卫
星地图、数码相机拍摄、网格化编排及
抽页式社区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大大
提升了社区采集的工作效率。

山西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三
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梁国伟结合当地
道路交通实际，带领民警实施“看住
一个点、管好两个坡、守住三个口、紧
盯四个环节”工作法，他所负责的晋
焦高速2018年日均车流量较2015年
增 长 86.02% ，但 死 亡 人 数 减 少 了
37.5%，因交通事故引发的高速公路
长时间拥堵现象降低了61%。

警营之花，给正义以温度

在警营，还有这样一群无惧危险
与挑战的警花，她们是政法战线上的
一缕阳光，让法律的执行更有人情
味，让公平正义更加温暖。

每天身处高墙电网下，面对 200
余名在押人员，这个让很多女孩子都
避之不及的岗位，吉林省吉林市看守
所女子监区中队中队长陈丽莉却选择
坚守。多年来，陈丽莉和同事们累计

羁押在押人员4500余人，并取得了14
年监所零事故、队伍零违纪的业绩。

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国家会
展中心治安派出所，是上海最年轻也
是最“袖珍”的派出所，12名警力管理
着一座大型展会时日均人流量超过
20 万的会展综合体的治安。所长朱
洪葵身先士卒，带头靠着警车吃饭、
裹着警服入眠，圆满完成进博会等重
大活动期间安保工作。

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刑事技术大队副大队长胡丹经常听
到周围人的疑惑：“女孩子为什么要
从事法医这么恐怖的职业？”2016年，
胡丹从警第一次开棺验尸，对象就是
已下葬9个多月高度腐败的尸体，但
她的手并无迟疑，因为用解剖刀为死
者言是法医的天职。

……
“最美基层民警”，是全国无数公

安民警的代表。他们也许曾与你在繁
忙的路口偶遇，也许曾在人来人往的
办事大厅为你答疑。他们就是你我身
边的“守护神”，向全社会传播着“最
美”的正能量。让我们铭记他们的名
字，向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人致敬。

记者 白 阳 高 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