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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爱的延续

核心
提示

都说婆媳难相处，可家住盘锦市兴隆台区
先建小区的李丽杰与婆婆李香云，却在一个屋
檐下快乐生活了24年。没有血缘的她们，在熟

人眼中亲如母女。
李香云的坚强、节俭、无私给晚辈树立了榜样。李丽杰

说，“妈妈给了我生命，婆婆的爱是植入心里的暖。”热爱生活、
乐于奉献的儿媳，也让晚年的李香云感到幸福满满。她们分
别被评为“感动兴隆·最美妈妈”“兴隆台区优秀好儿媳”。

“我妈爱种菜，她的菜
园里栽的西红柿 、辣椒等
蔬菜，邻居们谁去摘都行。
家里做了好吃的，她也经常
给小区里的困难户端过去
一些。”

“我家楼前楼后老太太
挺多的，她们都愿意喊我妈
过去玩，因为我妈性格好，
和谁都能愉快相处……”

李丽杰说，婆婆懂得换
位思考，她为人处世所展现
出的良善光芒，始终伴随着
自己进步。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
问题，多理解、多包容，这个家
庭一定是幸福快乐的。”李丽
杰说。从婆婆身上感悟到的
这份情怀，她不仅放在了生
活里，更延展到了工作中。

生活中，她是母亲、女
儿、妻子、儿媳。在公公生病
卧床的6年里，她白天上班工
作，晚上与婆婆一起承担起照
顾老人的重任。2015年前后，
她相继失去5位至亲。回想起
奶奶、母亲病重期间因工作繁
忙而少了很多陪伴，她心有愧
疚但勇敢面对现实。母亲走
后5年，她常年如一日，承担
起照顾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工作上，李丽杰有很多
头衔，她是省（市、区）妇联
巾帼志愿者，盘锦市兴隆台
区卫健系统宣传员、卫健中
心妇联巾帼志愿服务团队
带头人，盘锦市计生协帮扶
志愿者、红十字会赈济救援
队志愿者。对其中的每一
项工作，她都用心做，努力
做到最好。

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身
患白血病的贫困大学生，她
自掏腰包给予资助，帮她重
拾生活信心和勇气；

遇见独自带着孙女，只
靠微薄收入生活的祖母，她
资助了她们祖孙两年，直到
老人离开盘锦失去联系；

大洼区尹玉侠家庭，丈
夫身患尿毒症，孩子尚小。
李丽杰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
门，组织卫健中心巾帼志愿
服务团队为一家人送温暖。
这一帮，就是整整10年，她个
人捐款捐物累计达近万元。

她还和婆婆坐车到锦州
北镇市看望孤儿；经常和社
会爱心公益团队到敬老院探
望老人，减少他们的孤独感；
积极组织卫健中心职工为偏
远贫困山区儿童送温暖……

在李丽杰的带动下，兴
隆台区卫健中心巾帼志愿服
务团队成员发展到60多人，
相继荣获省、市、区级“青年文
明号”以及市、区级“巾帼文明
岗”“学雷锋先进集体”等荣
誉。李丽杰先后获省、市、区
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称号 20 余次。她
和婆婆也分别被评为“兴隆
台区优秀好儿媳”“感动兴
隆·最美妈妈”。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
投身志愿服务已有 20 年。
我会把这项工作坚持做下
去，用实际行动践行守初
心、担使命的誓言和职责。”
李丽杰说。

快人快语，是李丽杰给记
者留下的最初印象，而她和婆
婆的情感，则在电话里就展露
得淋漓尽致。

“我妈这两天要去大连走
亲戚，够呛能在家啊。”“我妈
平时都在家，就是挺忙的，和
小区里的老姐妹们见天一起
玩……”联系上李丽杰，电话
那端传来的称呼，一时间竟让
记者有点儿迷糊。

“哦，我说的‘我妈’就是
我婆婆，平时叫习惯了，改不
过口来……”李丽杰笑着解释。

大连突发的新冠肺炎疫
情，使李香云行程受阻。8月

1日，记者如约来到盘锦市兴
隆台区先建小区李丽杰的家
中采访。

记者看到，李丽杰家中最
大的朝阳房间，给了她的婆婆
李香云住。这个房间里安装
了空调，虽是二伏天，却一片
清凉。“我爸妈住北屋，我住客
卧。”刚刚毕业，在当地电视台
实习的李丽杰的儿子回信达
说，“这几年上大学，不怎么在
家住，待遇都整没了。”小伙子
幽默地调侃，屋子里随即响起
欢乐的笑声。

子孝孙贤。屋檐下的这个
小家，满是温馨、幸福的味道。

我的婆婆我的妈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文并摄

“1996 年 5 月 18 日，我怀着激
动、忐忑的心情，欢喜地走进了这
个与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大家
庭。望着眼前话语温和、衣着朴素
的婆婆的暖心微笑，从那一刻起，
我的心就不再设防了。”

回想起结婚当天的情形，李
丽杰说，自己当时就认定，这是上
天眷顾，让自己生命中又多了一
位好妈妈。

“我们都是从鞍山市台安县韭
菜台镇出来的。我家在韭菜台镇
偏养子村 5 组，婆婆家在 4 组。两
家距离不算远，虽然不曾接触，但
说起来都是鞍山老乡。”李丽杰说。

后来成为婆媳的两个人，最初
的相识却在盘锦市。

“那是1994年，我刚到兴隆台
区环卫处工作，负责收缴集贸市场
摆摊经营者的卫生费。当时已在
盘锦定居的公公婆婆，碰巧在我管
辖的市场里卖鱼。”李丽杰说。

接触多了，爱说爱笑的李丽杰
给两位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打
交道中，李丽杰和他们的儿子回颜
艳相识了，爱情悄悄地在两个年轻
人的心中萌发，“有彼此都认识的
老乡当介绍人，我俩就处上了朋
友，处了两年。”

在一次聊天中，李香云告诉儿
媳，“其实我和你爸一开始就相中你
了，都喜欢你乐观、直率的性格。”

由于家庭原因，李丽杰从小和
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有了男朋友
后，她特意把回颜艳带到两位老
人面前，让他们帮着把把关。

“老实厚道！”这是奶奶给出的
评语。“在那个年代，这是特别高的

评价，我听了奶奶的话。”李丽杰
说，当年老人说的话这些年都应验
了，他与回颜艳的生活过得一年比
一年好，房子换得一次比一次大。

“结婚这么多年，他对双方父
母都一视同仁，知道心疼我，会过
日子，从不乱花一分钱。我觉得世
上最好的男人让我给遇到了。

“他是1972年出生的，比我大
两岁，那时他刚中专毕业。说起来，
我俩在学习和工作上挺像，都有一
股不服输的劲儿呢。”李丽杰笑着
说，“我们都是积极上进的好青年。”

因为家庭条件所限，两人都在
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中专。“我学的
是化工专业，他学的是建筑工程专
业。”李丽杰告诉记者，参加工作尤
其是在结婚后，他们学习的脚步并
没有停下。两人先后通过自学考
试获得了本科学历。“我老公更厉
害，他学了两个本科，现在还拿到
了全国注册监理师证，这个含金量
特别高，难考，但他通过了。目前
我们彼此鼓劲加油，他争取明后年
拿到建造师职业资格证书。”

采访中始终没有插话的回颜
艳，这时补充说，“丽杰也挺要强
的，2003 年兴隆台区政府刚刚成
立检验中心，她就以优异成绩通过
笔试，被录用上岗。在化验室工作
十多年，她默默付出，努力学习重
金属检验检测技术，多次通过国家
质量考核。”

前行有爱，动力倍增。如今，
两人一个在盘锦高新区管委会搞
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在兴隆台区卫
生健康和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工作，
都是单位的骨干。

鞍山老乡盘锦结缘

“我的点滴进步，都有婆婆的功
劳。朝夕相处 24 年，我从婆婆身上学
会担当、明白感恩、懂得付出。婆婆朴
实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滋润着我的心
灵，给了我不断向前向上的勇气和动
力。”李丽杰说。

结婚后，小两口就与老人住在一
起。其间，他们搬了 3次家，改变的是
居住条件越来越好，没变的是屋檐下
始终幸福相守的一家人。

“我婆婆今年75岁了，她经历过的
人生重大变故，常人都难以想象。”李丽
杰说，当自己了解了婆婆的过往后，很
是心疼，五味杂陈萦绕心间。

“我婆婆兄弟姐妹 5 人，她排行老
二。12 岁丧父时，20 岁的大哥远在黑
龙江省桦南县当教师。全家人奔到那
里后，定了娃娃亲的大哥，不久后便成
了家。”李丽杰说，那时还是孩子的婆
婆，便用稚嫩的双肩，帮助她妈妈扛起

了家中的重担。这一扛，就是8年。
“20岁时，婆婆经人介绍嫁给了公

公。为贴补家用，婚后公公就出去做买
卖，卖鱼、制作烧酒等，一年到头回不了
几次家。婆婆生了两个男孩，一个 6
岁，一个8个月，先后夭折。”

往事戳心。事隔多年，李香云老人
又落泪了，“现在要啥有啥，那年月是真
没药啊，连青霉素都找不到……”

5年后，李香云的女儿和小儿子先后
降生。李丽杰说，“二姨婆（婆婆的妹妹）
聊天时告诉我，看着她的身体、精神一天
天好起来，身边的人既高兴又钦佩。”

因家境贫寒，李香云没读过几年
书。“婆婆虽然文化少，但有见识。”李丽
杰说，“婆婆当年的心酸与艰辛，经过很
长时间才慢慢化解掉。和婆婆相处久
了，越来越感受到婆婆的坚强与坚韧。”

2012 年，李香云的老伴儿撒手人
寰。李丽杰说：“公公婆婆相伴四十余

载，感情特别好。婆婆照顾公公时，不分
昼夜地伺候，无微不至地关心，公公卧床
6年，身上没患一处褥疮。婆婆的坚强，
给我们晚辈做了榜样，让我们知道如何
面对现实，面对人生。

“平常我们做晚辈的，只有下班后
才能替换下辛苦的她。婆婆一直让我
们好好上班，安心工作，家里有她不用
担心。公公临走前夜对我说，婆婆待
在这个家里他才最放心。

“安葬好公公，婆婆让我陪她回黑
龙江老家探亲，为的是完成公公的心
愿。上班近 20 年，我第一次休年假。
回去的路上夜很深了，我在车里躺着睡
觉，婆婆轻轻给我盖上被子。当时我的
鼻子酸酸的，婆婆还担心怕我受凉。

“2015年，给予我生命的妈妈因病
离世。她去世5年多，我从来没感到母
爱缺失，因为婆婆的爱是植入我心里
的暖，就在身边……”

婆婆的爱是植入我心里的暖

——“妈，我的手机放哪儿了？”
“妈，我饿了，今晚吃什么呀？”“妈，我
穿这件裙子好看不？”“妈，这花开得真
漂亮，咱们合张影吧……”

——“二杰，咱们今天吃鸡蛋面片
吧。”“二杰，这瓜特别甜，你赶紧吃！”“二
杰，把这件大衣给我干洗了。”“二杰，别
再给我买衣服和鞋了，够穿就行了……”

“平时在家里，我和我妈就是这样
对话的。”采访中，李丽杰特意给记者模
仿了一段婆媳间的日常场景。

李丽杰姐弟三人，她排行老二，“二
杰是我的小名，婆婆一直这么称呼我。”

爱能包容一切，更是治愈创伤的
最好良药。了解到婆婆曾经痛苦的经
历，婚后与老人住在一起的李丽杰，用
细腻的情感与真诚的付出，为婆婆的
晚年生活创造了快乐、温馨的氛围，

“婆婆过得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0 年前，李丽杰无意间听到婆婆

跟邻居聊天，说邻居戴的金镯子和金
项链好看。细心的李丽杰咬咬牙，用
自己和丈夫一个月的工资，给婆婆买

回 了 镯 子 和 项 链 。“ 家 里 还 有 房 贷
呢，你呀你呀……”丈夫带着埋怨的
口吻说她，但看着婆婆嗔怪时脸上的
笑意，李丽杰就觉得值得了。

“婆婆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李
丽杰总是为乐观、善良的婆婆而自豪，

“婆婆的付出，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她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标杆。”

1998 年，李丽杰的儿子降生。婆
婆对她说，带孩子好比耕种田地，需要
持续地付出，要教他如何做人，尤其要
教他尊敬和善待他人。

“记得孩子 5 岁时，我带他去商场
玩，他让我把准备给他买玩具的钱，捐
给路边的求助者。从小到大，每次遇
见求助者，他都主动上前帮助。在婆
婆的教育下，孩子礼貌待人，诚实懂
事，从不乱扔垃圾，他很小就知道环卫
工人的辛苦。

“孩子出生后就和奶奶在一起，和
奶奶特别亲，总能看见祖孙谈笑风生
的场景，让我心生‘小嫉妒’，但更多的
是感恩。”李丽杰说。

1998年秋天，李香云的婆婆来盘锦
做客，格外喜欢这座小城；李丽杰的大
姑姐一家三口因动迁也搬来居住。随
后三年时光中，9口人、80多平方米的老
房子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幸福记忆。

“婆婆总说人多亲，人多热闹，现
在想来，那时她非常辛苦。家中上有
老人，下有孩子，中间有我们。婆婆对
老人始终特别孝敬，常对我们念叨，百
善孝为先，有德才有福，有爱才有家。”
李丽杰回忆，那段时间，婆婆每餐不知
做了多少样、多少份，但她任劳任怨，
总是最后吃、最后睡。

“这些年，我是省、盘锦市及兴隆
台区的巾帼志愿者，在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中，留下了我和婆婆的共同足
迹。我们一起坐车看望孤儿，一起帮
助社区贫困居民。每当我获得组织肯
定和奖励时，婆婆比我还开心。我知
道在自己踏实行进的背后，是婆婆给
了我爱的助力和坚定支持。”李丽杰
说，“我的婆婆我的妈，今生遇见她，是
我的福分。”

婆婆过得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李香云与儿子一家三口在家中合影。

一有闲暇时间，李丽杰就带上婆婆去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