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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那年，赵艳杰和爱人常黎南结婚，如今赵艳杰已经48岁了。
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婚后第二年，儿子刚刚一岁，赵

艳杰的公公患病瘫痪，然后是婆婆——在过去的20年里，她先后侍候送
走了瘫痪的公公、婆婆，然后又开始侍候因病全身瘫痪、丧失语言表达能
力的丈夫。

今年，儿子小常大学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卧床10年的爱人身
体也一直在缓慢地恢复着。“老常不能说话，但是心里明白着呢。很多
人问我这么多年后悔不，我说不后悔，就算他躺在床上不动，只要有他
在，家才算完整。”赵艳杰说。

侍候瘫痪公婆
一个月瘦10斤

赵艳杰的公公患病瘫痪时，儿子
才一岁。“我一边护理公公，一边照顾
儿子，而且婆婆身体也不太好。相当
于我要照顾两位老人和一个孩子。”
赵艳杰介绍。

公公卧床的第四年，婆婆也瘫痪
了，“孩子小，老常原来的单位黄了，
他得出去挣钱，婆婆刚刚瘫痪那一个
月，我一下子就瘦了10斤。”2006年公
公去世，2009年，婆婆也去世了。

爱人三次脑出血
瘫痪并丧失语言功能

没想到，2010年5月，正在外打工

的爱人突患脑出血。
“两位老人生病已经把家里钱都

花光了，兄弟姐妹凑了 3 万元的医药
费。”赵艳杰介绍。

2012年8月，老常第二次脑出血。
“两次脑出血后，他只能靠着左侧

的身体倾斜着前行，大部分时间都是
卧床。他因为患病情绪不稳定，经常
发脾气。我知道他是因为在意我、也
是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我那段时间
身体也不好，肠炎很严重，都溃疡了，
一直靠吃药挺着。那时给他治病已经
欠了8万多的外债。”赵艳杰说。

赵艳杰看书学着给丈夫按摩，
“时间长了，他的身体也逐渐有了知
觉。”没想到的是，2015 年 11 月 3 日，
老常又第三次脑出血。

“医生说他的脑血管钙化了，第
三次出血量特别大，医院当时就给下

了病危通知书。”经过抢救，爱人保住
了性命，却全身彻底瘫痪、失去了语
言表达能力，此后他们只能用眼神来
交流，“我跟他说猜对了你就闭眼睛，
开始的时候经常猜不对。”

自学插胃管尿管
给爱人配营养餐

这几年，社区为老常家办理了低
保。赵艳杰也一直外出打零工——
早晨帮人做早点，白天抽空当钟点工
给人打扫卫生，这样辛辛苦苦每月能
有700元左右的收入。

老常需要吃流食，每天她给丈夫
搭配营养餐：用煮蚕蛹来替代药店卖
的营养蛋白，每天定量 8个蚕蛹、1个
鸡蛋；蛋、菇娘、鲜蘑、各种蔬菜和酸
奶一起打碎了搅拌在一起，用鼻胃管

给老常打进去。
每天变着花样给丈夫做营养配

餐，自己却舍不得跟着吃一口，每顿
饭就着几瓣自制的腌咸蒜。为了省
钱，赵艳杰自学了给丈夫插鼻胃管和
尿管，这样每月能节省500元的费用。

老常瘫痪在床，赵艳杰要帮他擦
洗身子，换尿湿的褥子。“他时不时地
抽搐，每次抽搐完就是一身汗，而且
还有尿，我担心他长褥疮，缝制了好
多棉褥子。我已经习惯了一个小时
醒一次，给他盖被子、换褥子。”

白天忙完了自己的零工、爱人的
一日三餐，赵艳杰就开始缝制十字
绣。“都是知道我家情况的人主动找
我定的，前几年多些，这几年少了。
有的就是单纯为了帮我，定了作品给
了钱都不来取。”赵艳杰说。

今年开始，早餐和零活儿停了，

赵艳杰又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卖
店，靠着附近工地上的工人爬楼买东
西帮衬着。爱人的身体也一直在缓
慢地恢复，儿子今年7月大学毕了业，
即将开始工作。

这几年，每年冬夏，养在窗台上
的长寿菊和红掌都会开起花来，让赵
艳杰的家里也越来越有生气儿——
时间也不会说话，但从未停滞。

“老常不能说话，但是心里明白
着呢。这么多年，我侍候他，经常是
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说话，他除了和我
眨眼，也‘呵呵呵’地发声。很多人问
我这么多年后悔不，我说不后悔，只
要有他在，家才算完整。”

赵艳杰说这话时，老常在床上忽
然“呵呵呵”地也说起了话，眼角又有
眼泪流出来。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无言的爱情无言的爱情

人均年收入从不到 1000元到 1.5
万元，这背后的努力与艰辛有多少？
不停留在 1.5 万元，这背后的“野心”
与梦想又是什么？

修路，打井，农民变股民……工
行辽宁省分行通过五年不懈努力，帮
助锦州义县白庙子乡兴隆村人均收
入大幅增收，实现脱贫目标。

白庙子乡兴隆村，位于义县东南
14公里外的偏远山区，全村3900亩耕
地，蜷缩在近万亩的荒山之中，是省
级贫困地区，

2014年，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开
始对锦州义县白庙子乡兴隆村进行
定点扶贫，摘掉贫困的帽子成为省行
努力的目标。

扶贫伊始，工行便成立了定点扶

贫工作组，由省行办公室牵头，委派
锦州分行推进实施。通过广泛走访
调研，倾听村民境况，在了解了兴隆
村现状的基础上，扶贫工作组因地制
宜地制定了立足当前、迈向长远的扶
贫计划。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是阻碍村民
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2015年省行捐
资10万元为村子打造“工行路”。对村
内两条公路进行修补铺设，并根据发
展需要及时扩建。村民的出行问题解
决了，农副产品也走出了村落。

“工行路”仅仅是设想未来的起
点，兴隆村的发展，仍然需要内生动
力。当将扶持产业发展，确定为扶贫
工作的重点时，老乡说，干旱少雨的
气候条件，灌溉水源的不充足，是当

前阻碍农业发展的最大难题。于是，
2016年，省行人在与村民的共同努力
下，一座抗旱用方塘，一口灌溉水井，
拔地而生，滋养了兴隆村长期干涸的

农业。
随着扶贫工作逐渐进入攻坚期

和深水区，2018年，省行在扶贫工作
中启动了“一村一品”精准脱贫行
动。针对兴隆村村民原有耕地分散，
难以相互拉动，不少农户生活艰苦的
情况，省行决定采用“村社合一，返租
倒包”的方式，充分发挥金融优势，对
兴隆村投入10万元启动资金，统一出
租，让农民变股民，确保加盟入股的
农户获得稳定收益。

五年来，在大家的同心共力下，
今天的兴隆村，人均收入由2014年的
不到1000元，增长为1.5万元，已经达
到了脱贫标准，并通过了县、市两级
的验收。

但这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

束。未来，省工行还将创新扶贫金融
方式，运用更多的金融智慧，探索金
融扶贫长效模式。发挥融e购电商平
台的作用，连接扶贫对象的农产品，
激励全社会参与及购买，真正为村民
的农产品实现适销对路。在农业融
资、租赁贷款等方面，工行将发挥普
惠金融在扶贫战役中的特殊作用，履
行工商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的大行
担当。

播下一颗种子，点亮希望之光，
耕耘一片家园，收获广袤丰饶。脱贫
攻坚作为党中央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愿与所有在
脱贫路上的前行者，同频共振、同向
发力、同步前行，决胜小康，共同守护
我们的一亩三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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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艳杰靠一己之力，撑起了一个完整的家。 本版图片由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经过多年照顾瘫痪亲人，赵艳杰已学会了插鼻胃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