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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女子背上的真情
核心提示

一位柔弱的山村女子，32 年前的一场巨
大变故让她变得异常坚强。那一年，她丈夫左
腿不幸被高位截肢，她含泪承担起了照顾丈夫
和3个孩子的重任。32年来，这位平凡而伟大
的女人，用瘦小的身躯背起丈夫行程近10万公
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汗水和艰
辛撑起了一个家。这些年里，她没有争吵、埋
怨和怨恨，与丈夫默默相守。她一直守在丈夫
身边，实践着陪他一起慢慢变老的诺言。

相恋：一张照片成就一场姻缘

山，是一条弯曲的线，它是宏伟的象征，而
太行山那蜿蜒的曲线，不止宏伟，更让人震撼。
都说父亲是山，那弯下的脊梁的确如这山一般
雄伟，在太行山脚下，有一位女人，用爱和弯下
的脊背诠释着一个关于大山里的真情故事。

10月12日清晨，秋风习习。在林州市城郊
乡郭家园村潭道小组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里，细
心的吴玉花又为老伴做了一顿他爱吃的凉拌豆
腐。这一天，是他们夫妻俩的结婚纪念日。

这份相濡以沫的爱情，始于 43 年前的“一
见钟情”，那是 1965 年，19 岁的吴玉花与 25 岁
的侯宏昌结婚了。

从吴玉花二女儿侯晓凤的介绍中，记者了
解到，吴玉花家在城郊乡小窑村，距郭家园村
有5公里路。因为吴玉花有一个表姐嫁到了郭
家园村，并且与侯宏昌家是邻居。在其表姐的
撮合下，两家结为亲家。

“我妈长得眉清目秀，个头适中，当时有不
少人给我妈提亲，但是一个也没成。妈妈只相
中了当兵的父亲，觉得他能吃苦，心里踏实。”
尽管事隔30多年，可侯晓凤回忆起父亲身穿绿
军装阳光、帅气的情形时，仍然显得颇为自
豪。事实上，吴玉花与侯宏昌之前从未见过
面，是一张照片起了关键作用。

在滨海城市大连当了 4 年兵，使得家住城
郊乡郭家园村的侯宏昌无暇顾及自己的婚姻
大事，直到回想起来时，禁不住地吓了一大
跳。按照当地习惯，侯宏昌早已算是大龄青年
了。于是，家人就催逼着他赶紧办婚事。由于
部队生活非常忙碌，根本没办法抽身回去相
亲，侯宏昌就邮寄了一张照片回来。

“母亲一眼就相中了，也许这就是现在人
家说的‘一见钟情’吧。”侯晓凤微笑着说，而一
旁 62岁的吴玉花听了之后也“嘿嘿”地笑了起
来。这笑容中，不仅有着农家妇女的朴实，更
有着她对回忆起青春的爱情的羞涩。

在随后的接触中，两人互生爱慕之心。“我
们俩都是小学还没毕业，兄弟姊妹多，家境贫
寒，谁也不在乎谁家里穷。”于是，两颗互相倾
慕的心彼此靠拢，1965 年，吴玉花冲破世俗与

正在当兵的侯宏昌结为夫妻。
结婚时，吴玉花是坐着花轿来到侯宏昌家里

的。“路有些远，走了一个多小时。”吴玉花说。远
山陡路并没有冲淡甜蜜的爱情，虽然她与侯宏昌
没有婚前的恋爱，但两人婚后的感情一直很好。

“他们俩几乎没吵过架，没翻过脸。我妈这人很
和气，对我爸如此，对村里人也是如此。长这么
大，我还没见过我妈和村里谁翻过脸。”侯晓凤说
起妈妈的人品，开始了由衷的赞赏。

婚后的日子是甜蜜又温馨，但婚后家里的开
支也逐渐增加，吴玉花在支持丈夫工作的同时，
一个人既当妈又当爹，却从无半句怨言。她勤
快、懂礼貌，和邻里相处很好，又孝敬公婆，日子
过得虽然很清苦，但在她朴实无华的心中，觉得
能嫁给心爱的丈夫，这是她一辈子的幸运。

噩梦：丈夫患病被迫高位截肢

1966年，吴玉花生下大女儿侯秀伟后的第
4 个月，厄运突然向这个平静幸福的家庭袭
来。丈夫侯宏昌在参加援越抗美战争中留下
的病症不幸发作了。

退伍以来，侯宏昌发现在以平常速度行走
一段路后，小腿腓肠肌部位就会出现酸胀感，
随着步行距离增加，疼痛还会逐渐加重，肿胀、
酸乏、溃疡、水肿、淤血、循环障碍及腿抽筋等
不间断地困扰着他，让他痛不欲生。

“附近所有的诊所都跑遍了，没有一个医生
查出病因来，有的医生还说丈夫的病没大事。”听

着丈夫痛苦的呻吟，吴玉花的心也撕裂般地疼。
随后，她把丈夫送到林州市一家医院住院治疗。
在住院治疗的3个月中，吴玉花日夜守候在丈夫
床前，她希望看见心爱的丈夫早点好起来。

都说病魔在真爱面前都要退避三舍。然
而，尽管经过很多努力，尽管吴玉花每天无微
不至的关怀，但是丈夫的病情却始终未有大的
好转。不幸的是，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直到
1975 年夏，丈夫左腿的大部分营养肌肉坏死，
不得不将左腿进行高位截肢。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巨大伤痛侵袭
的吴玉花，一把搂住丈夫和孩子，用自己的身体
紧紧抱住了他们。那晚，吴玉花整夜未眠，看着
丈夫左腿裤管里空荡荡的，她心里异常难受，犹
如被无数只锋利的针扎了一样。所幸的是，经过
连续几个月的修养，丈夫还是恢复过来了。

后来多方诊断方知，丈夫患的是免疫性血
管炎导致的多发性溃疡，激惹了邻近的感觉神
经纤维，并且伴有严重的静息痛。由于治病需
要一笔巨款，家境窘困的她，只能断断续续地
为丈夫治疗。几经反复，后来丈夫左腿高位截
肢，不能做任何家务，吃饭要人喂，走路要人
背，穿衣也要人帮忙。

吴玉花呆呆地望着躺在床上的丈夫，伤心
不已。61岁的婆婆见到儿子这么年轻就这样，
整日也是泪水汪汪。几天时间，两位老人的头
发就愁白了不少。谁会想到晴天霹雳的灾祸
会偏偏砸中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吴玉花想
起那段日子就特别难过。上有老，下有小，丈
夫又高位截肢在床，当时她快要崩溃了。

那年，她30岁，丈夫36岁。

坚守：柔弱女子悉心照料全家

丈夫高位截肢后，生活的重压就落在了吴
玉花一个人身上。当时，他们已有3个孩子，两
个女儿，一个中度智障的儿子。她每天的主要
工作就是悉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和3个
孩子，还要搞好自家6亩多地的农活。

每天天不亮，吴玉花就要起床给孩子做早
点，给丈夫喂饭。安顿好丈夫后，就去田地干
活。有一次回来晚了点儿，丈夫倚在墙角，脸
色蜡黄，房内臭气熏天，原来是把大小便拉在
了床上。从那以后，每干完一件活儿，吴玉花
都要跑回家，问问丈夫要不要喝水、上厕所。
在没有人照料丈夫的情况下，她离家最长的时
间没超过2个小时。

为了给丈夫减少病痛，吴玉花每次外出之
前，一定先给丈夫做做按摩。每次回家的第一
件事，就是来到丈夫床前，问他是否渴了、饿了
或是不是要上厕所。晚上12时到凌晨2时许，
是人们睡得最香的时候，却也是侯宏昌最需要
多翻身的时候。只要丈夫轻轻地哼一声，吴玉

花无论睡得多沉都会立即醒过来，给丈夫翻
身。每天晚上，她平均要给丈夫翻四五次身。

丈夫高位截肢后，有人劝吴玉花：“你还年
轻，你丈夫这辈子是不可能翻起身来了，另找
一个吧。”正值青春年华的吴玉花却很坚决地
说：“丈夫只能有一个，不管他能不能站起来，
我是不会再另找的了。”大家都知道吴玉花决
意不再改嫁，从此，再没人对吴玉花说这话了。

丈夫虽然不能动，但能看清事物。看到妻
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他心疼地流下了泪水。
随即他央求妻子给他买了一副拐杖，也下地干
活了。由于不能走远路，而且上下台阶或遇到
陡峭处等非常不便，吴玉花就用她瘦小的身躯
小心地背起丈夫，一天几公里，一年几百甚至
上千公里，32 年来，她用真爱背起丈夫行程近
10万公里。在这些山路上，洒下了她数不清的
汗水和泪水，她却从未叫苦叫累。

由于山村的道路曲折、泥泞，很多时候，侯
宏昌见到妻子累得气喘吁吁，甚至还会晕倒在
地的情景时，都会禁不住地哭泣。而此时，吴
玉花总能握着丈夫的手，一边轻轻地给他擦泪
水：“宏昌，在家里，你就好好地听广播，看电
视，啥都不用操心，有我一个人吃苦就行了。”
与丈夫相依而泣的她哽咽着安慰丈夫。

真爱：患难夫妻一起慢慢变老

“照顾一个不会走远路、生活不会自理的
病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几十年如一
日。”吴玉花的邻居侯改芹说。当记者问吴玉
花对自己的婚姻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
事时，她笑而不答。

每日清晨，起床、洗脸、择菜、做饭，背丈夫
上厕所，给丈夫洗脸、梳头，用筷子将饭搅碎
后，给丈夫一口一口地喂，然后和儿子一块下
地干活……对于吴玉花来说，这就是她平凡的
一天。青春就是在这一天一天中逝去的，而吴
玉花却始终乐观，她说，每年的春节，看着团聚
在一起的儿孙女婿们，她和丈夫会特别开心。

“身体好了，心情才能好，也才能更好地照
顾老伴。”把苦日子一天天熬过来的吴玉花在
生活中性格很开朗，生性也非常豁达。家庭的
不幸，并没有让她自怨自艾。遇到不开心的
事，她说她会用浇花和看电视来转移注意力，
或者一笑了之。在她的小院里，石榴已经结下
了几个小果实，月季、刺梅等已经怒放，这些景
色为小院里增加了不少生机。

想做一件事很容易，但做好一件事并坚持
到底就很难。作为一个妻子，她几十年如一日
地照顾着丈夫，支撑着家，她累吗？她苦吗？

“难道您从来没想过放弃？”记者忍不住心里的
疑问。她笑着说：“我的身体和心都很累。但
是既然走到了一起，就要走到头，我从来没有

放弃的想法。只要他活一天，我就照顾他一
天，照顾他是我做妻子的责任。”

其实，现在，吴玉花的两个女儿都已成家，
她们也曾主动提出帮忙照顾父亲，但都被母亲
拒绝了。“儿女们都有自己的事，我已经照顾了
他几十年，知冷知热。别人照顾我还真有点不
放心。”如今60多岁的吴玉花说起这些，仍然带
着朴实的笑容。

“老伴，饿了吗？”结束采访时，吴玉花拿着
已用筷子搅碎的食物，倒上一杯水，坐在丈夫
侯宏昌身边的矮凳上，一边给他擦嘴角的涎
水，一边将食物一点点喂进他嘴里，动作驾轻
就熟。她轻轻地尝过杯子里的水温，然后给丈
夫一口一口地喂水。吴玉花说，她已经习惯了
天天这样。

32 年，多少个日日夜夜，她没睡过一个好
觉，照顾丈夫吃喝，为他梳洗，为他挠痒、洗澡、
接屎接尿……但是吴玉花没有埋怨，没有疲
倦。有句歌词写得好：“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
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吴玉
花就是用最朴实的农家女子的本分演绎着常
人很难做到的浪漫故事。

采访中，她的豁达和开朗，她的永不放弃和
执著，以及她与高位截肢丈夫的真情相守令众
人深受感动。而吴玉花，也相继被村委会、城郊
乡、林州市授予“好媳妇”等多种荣誉称号。

走出吴玉花的家门，回首一看，其大门两
边的对联颇耐人寻味。“和顺满门添百福、平安
二字值千金”，这是他们今年贴在门口的对
联。现在看来，红底金字，还像新的一样。郭
家园村通往山外的路上，依然是来时的山路
蜿蜒，但再看那巍峨的高山，想起这位大山女
子弯下背背起丈夫的真情，真是让人对这份真
情的付出思绪万千。

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图 实习生 郭露 通讯员 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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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方案需要“通俗版”
为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促进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按照国务院的工
作部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在深
入调研、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将《关于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向社会征求
意见。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完
善。（据10月14日新华网）

历时两年多各方讨论和修订，新医改方案终于揭开面
纱。“怀胎”两年多，今朝“临产”。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应
该承认，新医改方案凝聚着相关部门、有关专家学者及其
广大民众的智慧，是官智和民智的“结晶”。因为这一“征
求意见稿”的形成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产生的。进一
步的完善又将是广听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公布的新医改方案可谓很全很专业，六大方面二十
四条款。普通民众不是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即便非常关
注新医改方案，恐怕也不大可能字斟句酌地“研究”它。
鉴于此，普通民众能否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呢？到
时候，可能也就是少数专业人士能够提出实质性的意见
和建议。这样的话，征求意见就会打折扣。

能否在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
意见稿）》的同时，对此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读”呢？或者形
成“通俗版”新医改方案呢？比如，可以将方案中的哪一年
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归纳在一起，让普通老百姓一目了然；再
比如，将老百姓从新方案中可以获得的利好归纳在一起，让
老百姓实实在在看到好处……这样，才能让民众既有兴趣
又能看得懂地阅读，在此基础上提意见和建议。

方案越通俗，参与越广泛；参与越广泛，方案越完
善。事实上，并不是期待已久、高度关注的方案一公布，
就会收到有效的意见与建议，应充分考虑到“方便阅读、
容易理解”等因素。公布只是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接下
去的参与权、表达权发挥还依赖于“引导”，其中，最关键
的也是最基础的是让所有的公民能“看得懂”，有兴趣看，
才会有话说，说到点子上。

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制定是
权利，也是一份责任。政府尊重民意、吸纳民智，让民意
民智为科学决策把脉也成政府制定政策制度的常态。但
是，在如何调动参与的积极性上，在考虑到民众参与兴趣
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不妨从新医方案的征求意见
上进行尝试和改革，用通俗的方案吸引民众的参与，说不
定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能让新医改方案征求
意见的方法方式上的变革，成为今后政府征求意见、民众
参与意见的标本，那么，新医改方案便有“意外”之功。

巢江淮

2008年，像“雷”这样流行的新鲜网络语言层出不穷：
“很黄很暴力”、“朱坚强”、“俯卧撑”、“打酱油”、“囧”等等。
这些“雷词儿”往往一夜走红，瞬间遍布大大小小的中文网
络论坛。(《人民日报》10月14日)

从今天你吃了吗，到你商(经商)了吗，到你离(离婚)了
吗，到你“雷”了吗？问候语的腾挪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一句
流行问候语就是当时社会一种思潮的体现，从小小的问候
语中，我们既能听到时代的呼吸，也足以想象那个时代饮食
男女的脸谱与生存状态。

为何“雷”词层出不穷？首先与新闻井喷时代有关。随
着五花八门的新闻的涌现，一些人迅速以超过人们心理承
受度的方式，走入人们的视野，他们的言谈举止太彪悍、太
出位、太具有戏剧性和喜剧效果，网民乍一接触，莫不惊叹
甚或错愕，由此便被“雷”了。

其次，与网络时代有关，网络的特质就在于迅速传播，
参与人数多，且具有共时性。在网民的火眼金睛下，任何

“雷”人的人或物都逃脱不了，并且被迅速转播或者放大，引
得众人附和与追捧，从而在短时间内完成雷词的流行。

最后则与表达权的解放有关。从没有哪个时代有网络时
代这样解放人的思想，解放人的表达权，网络的伟大不仅在于
没有距离，还在于它的平等性，能保证网民畅所欲言。假若钳
制言论，人人噤若寒蝉，网络上一片风声鹤唳，网民再有创造性
再有聪明才智也不敢言无不尽，也就无从总结和发明雷词了。

在诸多网络雷词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时政类词语，正如
学者所称，“在五花八门的网络语词中，时政类语词的喷吐
量最大。语言本身已成为体现世情民心的一个维度和观测
点。”时政类雷词之所以更为波涛汹涌，与当前存在不少的
社会问题有关。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公共事件中暴
露出诸多让人费解的地方。有多少四壁漏风的公共事件，
就会产生多少饱受舆论戏谑的“雷”词，像“正龙拍虎”就是
直接取材于陕西“华南虎”假照片事件，意指“为集团利益人
为造假、无中生有”。

既然“雷”词是体现世情民心的一个维度和观测点，也
是记录历史的一个胎记和符号，那些与时政相关的“雷”词
也提醒官员用好权力。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讲话中说，当干部要有敬畏
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
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
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如
果每个官员都敬畏历史、敬畏百姓和敬畏人生，就不会罔顾
民意、操弄民意，视生民为愚氓。如果官员规规矩矩、励精
图治，而不是不作为、乱作为，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想必也
就不会做出那么多荒诞的事情，自然网民也不会吹毛求疵，
编排雷词嘲讽之，并长久地戏谑之。

“雷”词是观测世情民心的维度，如何从雷词中窥视
历史的真相，聆听民声民意，乃至规范官员的行为，值得
思考。 王石川

中国的救市不同于欧美
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全球

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在经历
着“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窘境。各国
政府正在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从
五花八门的我行我素过渡到步调一
致的联合救市，但由于各国经济结构
的差异，在中文概念里统一的“救市”
之名实际上千差万别。

新一轮弥漫欧美市场的金融危机
正表现为信贷危机、信用危机和信心危
机。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的次贷危机
拖垮了高度杠杆化的金融机构，进而导
致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银行惜贷情绪
的蔓延又导致企业和消费者融资困难，
实体经济岌岌可危，消费者对实体经济
的悲观预期引发的挤兑行为又加剧了
银行流动性的不足。要打破这个恶性
循环的链条，最核心的不是单纯地向市
场注入流动性，而是要激活信贷市场，
提升银行的信用和公众的信心。

从这一角度看，美国和欧盟的救
市政策走了一段弯路。此前，美国政

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和全球各
大央行联合降息反而加剧了市场恐
慌，上周全球各大股指纷纷破纪录跳
水就是明证。原因在于美国7000亿
美元的救市方案仅仅是要收购金融
机构的不良资产，但投资者担忧的
是，杯水车薪的救市资金如何覆盖几
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以及那些资本
金和信用双匮乏的金融机构如何能
够重整旗鼓。

正因为此，本周美国和欧洲各国
调整了救市方案。周一美国政府表示
将从 7000 亿美元救助资金中斥资
2500亿美元，用以充实国内主要银行
的资本金，并且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将
在 3 年内为银行间同业拆借提供担
保，并将进一步放宽联邦存款保险的
上限。继英国宣布向3家银行共注资
370亿英镑后，欧洲各国政府总共将
划拨近2万亿美元，旨在担保银行间
贷款及收购银行股份。全球股市在此
真正利好消息刺激下也大幅反弹。

反观中国，由于金融管制严厉和金
融创新不足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的直
接冲击，而且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仅仅
是行政指令上的信贷紧缩导致了企业融
资难，因此中国的救市不同于欧美各国，
要救的不是信贷市场而是股票市场。

美国的金融业占据半壁江山，因
此美国要通过救信贷市场进而拯救
实体经济。由于中国股票市场与实
体经济的不对称性关系，实体经济向
好只是股市繁荣的必要条件(即实体
经济上行不意味着股市上行，实体经
济下滑则股市必定下滑)，因此需要
救实体经济来拯救股票市场。

对于中国来说，此救市非彼救市，
不能在救市的大旗下望文生义，不能
对股票市场强力行政干预，而是要从
挽救实体经济入手。针对未来外需减
少的预期，通过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
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内需来维持经
济增长，并且完善股市的交易运行机
制或许才是救市的真谛。 崔宇

企业道德不是一个孤立的单选题
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部

分知名乳业企业集体爆发奶粉三聚氰
胺丑闻、黑龙江省鹤岗市富华煤矿火
灾、深圳市龙岗区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
……一个个安全事故，几乎冲淡了国人
因圆满举办奥运会而产生的喜悦。

安全事故频发，经济领域中的企
业道德遭遇舆论的空前质疑。毫不
夸张地说，在众多“天灾人祸事件”的
背后，都暴露出相关企业社会责任感
的严重缺位。以最近的“奶粉丑闻”
为例，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制品流向
社会能造成什么恶果，作为市场的第
一环节，企业不可能不清楚，之所以
长期“麻木不仁”，无非是漠视公共生
命安全下的利益驱动。从本质上说，
这就是企业道德的彻底沦丧。

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本无可
厚非。但对企业而言，除了盈利的经

济责任之外，还有很重的社会责任。
在我看来，在安全事故集中爆发的社
会语境下，重提企业道德，对企业责任
进行批判性梳理，非常必要。但同时
我们也要厘清：强化或者重塑企业道
德，绝不能依靠企业自身的道德自觉。

我以为，越是这个时候，公权力的
管理，相关制度的完善跟进，显得尤其
重要。企业道德跟普遍意义上的社会
道德不一样，其“准则”、其“理念”都是
泛泛而虚置的，还具有“善变性”。只
有让企业道德拥有一片回避不了的、
随时可以仰望和敬畏的制度星空，企
业道德才能从“模糊”的意识形成清晰
而明确的文化崇尚，直至内化为一种
与企业运营血脉相连的行为习惯。实
际上，安全事故的发生，不仅反衬出制
度监管的乏力，也折射出制度在促动
企业建立良好企业道德体系方面没有

发挥应有的效力。只要监管尽职尽
责，制度不形同虚设，企业道德随之构
建起来并不难。而反之，离开了这个
前提，就算是舆论的呼吁再怎么强烈，
也无济于事。

某种意义上说，企业责任感的高
低，直接决定了企业发展战略的成败。
作为“企业公民”，以整体价值最大化和
社会财富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即在
利益相关者满意的情况下寻求最大化
价值，这是必然趋势。无数的中外事实
证明，一个责任感低迷的企业走不了多
远，最后注定饮鸩止渴，以短期的功利
短视葬送了长远的发展。

故而，企业道德不是一个孤立的
单选题，而是一个根植于公共管理和
制度监控体系中的一个“多选题”，只
有“一个不能少”，大面积沦落的企业
道德才有可能被警醒。 陈一舟

侯宏昌夫妇与三个孩子

吴玉花用柔弱的臂膀背起了丈夫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