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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爱与付出

核心
提示

这是一个特殊但幸福的家庭。1991年，朝阳
姑娘陈玉芬嫁到了盘山县坝墙子镇坝根子村，和
村民张宝玉组成了幸福家庭。婚后，二人育有一

女一子，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张
宝玉因病去世。面对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陈玉芬从此
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2007年，陈玉芬再次组建家庭，和
现任丈夫共同承担起照顾公婆的责任。2016年5月，陈玉
芬家庭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一个家庭的幸福需要爱与
担当，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良好
的家风影响，而一个人在家庭中
最大的意义，是因爱与付出带给
家人的幸福感觉。

与孟宪瑞结婚时，陈玉芬的
儿女只有十多岁，孟宪瑞像亲生
父亲一样疼爱这两个孩子。为
了让陈玉芬的孩子健康成长，孟
宪瑞婚后一直没要孩子，他对陈
玉芬的两个孩子视如己出。

生活中的孟宪瑞勤劳节俭，
为了让一家老小过得好一些，他
从来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

“我挣的工资不高，给老人买药
的钱不能省，给孩子用的钱也不
能省，我苦点没事，只要别苦了
老人和孩子就行了。”这是孟宪
瑞的花钱“准则”。

为了多挣点儿钱，孟宪瑞四
处打工。听说在建筑工地挣钱
多，他就到建筑工地当力工。在
工地，饭菜简单得没什么油水，
住宿条件更是艰苦，有时住在板
房里，有时甚至连板房都没有，
就住在未完工的楼房里，在地上
铺一块板子就当床了。

陈玉芬的女儿说：“爸爸对
我们特别好，为了这个家，他付
出了很多。”提起继父孟宪瑞，陈
玉芬的女儿满怀感激之情。

“我的两个孩子，十多年来
受到孟宪瑞的照顾，他们天天喊
他爸爸，父女、父子的感情特别
好。”陈玉芬说。

如今，陈玉芬的儿女都已长
大成人，张罗儿女的婚事，便成
了夫妻俩的心头大事。孟宪瑞
和陈玉芬把这些年省吃俭用攒
下的钱，给儿子在盘锦市区买了
房子。

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感
受到爱与担当，一直是陈玉芬和
孟宪瑞努力的方向。

陈玉芬在最艰难的时候，为
了筹措孩子的学费，把和张宝玉
结婚时的项链卖掉了。两个孩
子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
长，如今，大学毕业的女儿和中
专毕业的儿子都有了工作。

陈玉芬的女儿用第一个月
的工资，给妈妈买了一条项链。
她说：“妈妈为了供我上学把项
链卖了，现在我挣钱了，要还给
妈妈一条更好的项链。”

被爱灌溉的家庭，每个人
都会感受到幸福的滋味。多年
来，孩子们对继父孟宪瑞敬重
有加，陈玉芬更是对丈夫体贴
入微，无论丈夫加班多晚回到家
中，都能吃上她给做好的热乎乎
的饭菜。

孟宪瑞 11 岁父亲去世，不
久后母亲改嫁，十五六岁就开
始四处打工养活自己。与陈玉
芬结婚后，虽然生活很清苦，但
他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也
收获到很多源自家庭的美好。
他说：“我从小孤苦伶仃，现在
有了妻子，而且父母双全、儿女
双全，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与快乐。”

8月20日4点多钟，居住在
盘锦市盘山县坝墙子镇东部新
城小区的张连先，像往常一样，
早早起床出门了。他一边和早
起的邻居唠家常，一边抻抻筋
骨锻炼身体。

周围的邻居很多都是一起
搬进小区的同村村民，对张连先

非常熟悉。大家都说，张连先气
色真好，85岁的老人，身体硬朗，
根本看不出做过胃部大手术。

张连先说：“我们老两口能
活这么大岁数，多亏了好儿媳将
家里家外料理得妥妥帖帖，这辈
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摊上一个好
儿媳。”

用爱延续超越血缘的亲情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文并摄

1990年10月末，秋收过后，水稻
收成不错，盘山县坝墙子镇坝根子村
张连先一家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更
让张连先高兴的是，邻居给儿子张宝
玉介绍个对象，马上就要相亲了。

相亲对象叫陈玉芬，是朝阳县大
平房镇黄花滩村人（现为朝阳市龙城区
大平房镇黄花滩村人）。陈玉芬的到
来，给这个农家小院增添了几分喜气。

张连先清楚地记得相亲那天的
情形。他说：“见了面，儿子很满意，
我们两口子也很满意。我儿子个子
小，姑娘个子高，还有文化，是一名小
学代课老师。我怕人家姑娘相不中，
有点担心这门婚事成不了。”

但是，两个年轻人彼此谈得来，
第一次见面挺成功。张连先说：“看
到姑娘留下来吃饭，觉得这门婚事有
门儿，我偷着乐啊！”

1991 年 12 月 1 日，张家贴着大
红囍字，在爆竹声中迎来了新媳妇陈
玉芬。张家处处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自过门那天起，陈玉芬不怕苦不
怕累，无怨无悔地挑起了操持家务、
照料公婆的担子。农家生活虽然很
辛苦，但是每天夫妻俩夫唱妇随，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家人和和美美，
其乐融融。陈玉芬 1993 年生下女
儿，1996年又生下一个儿子，儿女双
全，公婆疼爱，夫妻和睦，让陈玉芬对
生活充满了希望。

天有不测风云。2005 年元宵
节，不幸突然降临，令原本幸福的家
庭猝不及防。张宝玉因患上重病，仅
仅 3 天就撒手人寰。失去至亲至爱
的人，陈玉芬痛苦万分，彻夜难眠。
老年丧子，对公婆的打击也是巨大
的。张连先精神濒临崩溃，连续几

天，一个人跑到田地里痛哭。面对上
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陈玉芬倍感生
活的无助和不易。

居住在哈尔滨的姐姐，劝陈玉芬
到哈尔滨定居，“你才 38 岁，要为今
后的生活多做打算，先到姐姐身边来
换个环境，以后再找个人结婚。”

陈玉芬也想换一个环境，开始新
的生活，但一些现实问题摆在眼前，

“一是如果去哈尔滨，就得带两个孩子
一同离开，公婆都不识字，出不了远
门，到哈尔滨看孙子孙女是难上加难；
二是婆婆患病多年，基本干不了家务，
真要是离开，两位老人该如何生活？”

公婆不想拖累陈玉芬，提出让她
不要管他们，把两个孩子好好养大就
行，可陈玉芬和公婆一起生活了十多
年，感情非常好，不忍丢下他们不
管。“丈夫去世，已经给公婆带来了极
大痛苦，再带走他们的孙子孙女，我
真是不忍心。”陈玉芬说。

张连先一共有一儿三女。三个
女儿有嫁到本地的，也有嫁到外地
的，由于各种原因，都不具备赡养老
人的能力。

“我们确实离不开玉芬，不敢想象
没有她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但我们
也不忍拖累她。”张连先回忆说，“为了
不耽误儿媳妇，我当时嘴上说，让她到
她姐姐身边开始新生活，可心里却想，
儿子没了，孙子孙女也见不着，这就是
要了我的老命，我也活不长了。”

离开了，这个家就散了；留下来，
要面对许多困难。陈玉芬在痛苦中
反复思考了好几天，最终决定留下
来，把这个家的日子继续过下去。

“爸、妈，你们没了儿子还有我，这个
家不能散，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亲闺
女，会照顾你们一辈子。”

这个家不能散

陈玉芬自1991年嫁入张家，28
年来一直任劳任怨地支撑着这个
家，早已成为公公婆婆的依靠。她
准备的一日三餐准时准点，咸淡可
口；无论多忙多累，每天都要陪公公
婆婆聊天解闷，经常把新鲜事跟老
人说一说、讲一讲，让老人开心快乐。

婆婆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肺气
肿，陈玉芬总是细心照顾，尽可能
地让婆婆减少犯病次数。2014年，
婆婆得了白内障，陈玉芬花 4000
元为老人做了进口晶体手术，如今
老人的视力恢复良好，穿针引线、
缝缝补补都不在话下。

生活好像在有意考验陈玉芬的
孝心。2016年，陈玉芬发现公公饭
量越来越小，而且身体日渐消瘦，就
带老人去沈阳的医院检查，经专家
确诊为胃癌。医生说，根据老人目
前的病情来看，如果做手术能够延
长生命，如果不做手术就无法进食，
从而导致生命终止。

张连先自己不同意做手术。在
陈玉芬的坚持下，老人最终做了手
术。出院后，老人每天吃6顿饭，陈
玉芬变着花样地为公公做小米粥、
面片汤、面条……老人的精神状态
一天天好起来，脸色也慢慢变得红
润了，几日不见的邻居每次见到老
人，都说他变胖了。

人上了年纪，吃药、打针、住院
是常事。后来，公公婆婆又多次住
院，每次陈玉芬都像女儿一样细心
照顾。一次婆婆住院，同病房的患
者对婆婆说：“你闺女真好！”婆婆骄
傲地说：“这是我儿媳妇！”

老人出院后，需要继续服药，但
他们都不识字。陈玉芬在家的时候，
就把药和水递到他们手中，看着他们
服下；下地干活儿时，就把不同的药
包在不同颜色的纸里，告诉他们什么
时候吃什么颜色纸包的药。张连先
的女儿说：“我嫂子把我爸妈伺候得
可好了，尤其是我爸妈住院的时候，

有她在我们心里就有底。”
今年年初，陈玉芬一家搬到了

坝墙子镇的东部新城小区。生活条
件比以前好了，陈玉芬对公婆更加
孝顺了。每次外出回来，她都会带
一些时令水果、食品回来给老人
吃。两位老人总是幸福又充满歉疚
地念叨：“玉芬对我们老两口比亲闺
女都亲，不知道我们是哪辈子修来
的福分。”

多年的朝夕相处，陈玉芬与两
位老人早已建立起没有血缘却超越
血缘的亲情。她说：“我的生身父母
都去世了，我早已把公公婆婆当成
自己的生身父母来尽孝。”

陈玉芬的孝行，村民们有口皆
碑。她不仅是老人的好儿媳，还是
一个好邻居、好村民。她的好人品
时时处处都在展现，谁家有个大事
小情，她都会不辞辛劳地去帮忙。
2016 年 5 月，陈玉芬家庭被全国妇
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成为公婆的依靠

生活还得继续。陈玉芬每天起
早贪黑，忙里忙外，像一台不知疲倦
的机器，一刻也不得清闲。

种植水稻是陈玉芬家的主要经
济来源。丈夫在世的时候，地里的
活儿她和丈夫一起干。现在，陈玉
芬只能一个人挑大梁。插秧时节，
陈玉芬早上 4 点钟就下地干活儿，
在冰凉的水田里，一干就是十几个
小时，一天忙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因
为误了农时，秋天的收成就会大打
折扣。夏季给水稻打药，25公斤的
药壶，陈玉芬根本背不上肩膀。她
只好在地里放个高板凳，先把药壶
放在板凳上，然后再背在肩上。

收割水稻、侍弄菜园子，除了地
里的活儿，在家里还要洗衣做饭、收
拾屋子、辅导孩子做作业……陈玉

芬每天过着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的辛
劳日子，把所有的苦、所有的难都咽
在肚里，一个人默默咬牙坚持着。

看着陈玉芬因操劳而疲倦的样
子，婆婆心疼地说：“玉芬呀，我这一
身老骨头不中用了，干着急帮不上
忙，你可别为了照顾我们累坏了身体
啊。”看到婆婆这样心疼自己，陈玉芬
心头一热，赶紧劝慰婆婆：“妈呀，您
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只要你们
过得幸福快乐，我就不觉得累了。”

对于陈玉芬的辛苦付出，张连
先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不止一
次地劝说陈玉芬，让她找个好人嫁
过去。每次，陈玉芬都笑着说：“我
走了，你们二老怎么办？以后再说
吧。”两位老人听了儿媳的话，既感
动又心疼，觉得真是苦了儿媳妇。

后来，不断有人给陈玉芬介绍
对象，可她却放不下公公婆婆。每
次相亲，陈玉芬都以对方和她一起
照顾公公婆婆为条件，这让她错过
了一次又一次再婚的机会。

陈玉芬的爱心感动了周围的乡
亲们，同时也悄悄地打动了一个人
的心，这个人就是孟宪瑞。他被陈
玉芬的善良所感动，决定和她一起
共渡难关。

征求了老人的意见后，纯朴善
良的孟宪瑞走进了陈玉芬的生活。
2007年，陈玉芬与孟宪瑞结婚。再
婚后的陈玉芬，没有离开原来的
家。孟宪瑞理解妻子，走进这个特
殊家庭之前，他就做好了吃苦受累
的心理准备，和妻子一起赡养老人、
抚养儿女。

挑起生活重担

幸福的陈玉芬一家。

陈玉芬精心照顾多病的公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