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志成：
家里重担一肩挑

朱风玉：
五世同堂传佳话

赵小玲：
久病床前有孝媳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在新郑市辛店镇南李庄村，有
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赵小玲，她多年来无怨无悔地照料服
侍公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赵小玲今年 44岁，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她从小失去
父亲，母亲一人把兄弟姐妹几个辛苦带大的经历，让她深
知“孝敬老人”的含义。

自结婚以来，她就把公婆当成自己的父母对待。丈夫
长期在外地打工，为了不让丈夫操心，她把地里、家里的活
儿全包了，而且平时不和别人攀比吃穿，省吃俭用，却给公
婆穿好的，吃好的。

2010年，赵小玲的婆婆突然倒地，送到医院后被诊断
为脑出血，造成了偏瘫，生活不能自理，但赵小玲没有嫌弃
婆婆有病，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

屋漏偏逢连阴雨。2011年，赵小玲的公公又被医院诊
断出患有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症。公公时而清醒时而糊
涂，有时自己大小便也不知道，把屋里、院子里拉得脏兮兮
的，但赵小玲并没有抱怨，而是下手给老人抓屎抓尿。

有人说，小玲，你老公兄弟姐妹有好几个呢，还是轮流
照顾老人吧，这样你也轻松一些。但是赵小玲却总是微微
一笑说，他们几个过得都很艰难，如果再腾出一个人来专
门照顾老人，会更艰难。我们家比他们稍微强点儿，还是
我来照顾老人吧。

在之后的日子里赵小玲对两位老人更是细心照顾，天
热了给老人买电风扇降温，还每天给老人洗澡；冬天为了
老人不受冷给他们买了电热毯、电热器取暖。不仅如此，
家里的重活累活全部包在她的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
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但是她从来没有厌烦过，毫无怨
言地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

赵小玲的行动感动了兄妹几个，也让老人十分欣慰。
提起这个好儿媳，赵小玲的婆婆直竖大拇指：“遇到这么好
的媳妇，是我们老两口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王清智：
孝顺比天大

提起王清智，周围的人都要伸出大拇指赞一声：“真是
孝顺！”

王清智是新郑市交通运输局职工。早在当兵的时候，
每月几十元的津贴，他只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其余的都寄
回家，为家里补贴生活；参加工作后，他每次领到工资或补
助，都要先给母亲寄回去一些。

作为人子，王清智百事孝为先。1999年10月，当时已
70岁的母亲不小心滑倒，由于年事已高留下了股骨头坏
死的毛病。祸不单行，2006年12月母亲又患上半身不遂，
为了照顾好母亲，他特意把家里几个房间的地面全部用木
板软垫铺平，经常扶母亲下地走走，周围邻居都对他的孝
行赞不绝口。

虽然工作很忙，他却十几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在床
的母亲，为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洗尿布、洗脏衣服。
十几年中，无论多忙，他都要抽出时间坚持为母亲整理床
铺，晾晒被褥；不管多累，他都坚持与老人聊天、拉家
常。他下班进家第一件事就是先到母亲跟前，说几句贴
心话，为母亲梳梳头、捶捶背、揉揉肩，给老人端盆热水
烫烫脚，还经常带老人出去遛弯儿，哄老人开心。

他在家排行老四，几个兄弟姐妹家境一般，早已分家
过日子，但是，他们分家不分心，兄弟、妯娌之间互相谦让、
体谅，从不为鸡毛蒜皮的事斤斤计较，连脸都没有红过一
次。他的母亲或者是哥嫂生病花费，多是他自己主动承担
费用，兄妹几个谁家有困难大家共同商量解决办法。特别
是在对待老人方面，一家人在他的感染下都成了孝敬父母
的好儿女。

这些年来，正是在他宽大胸怀、无私奉献的影响下，兄
妹几人争着照料年迈的母亲，全家上下 20多口人的大家
庭和睦相处，让四邻羡慕，得到了大家交口称赞。他说：

“尊老养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身体力行，
教育孩子要百事孝为先，为了以后当我们步入老年时能够
自豪地说一声，做人，我一生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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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郑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大力弘扬
“厚德自强、传承创新”的新郑城市精神，积极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涌现
出了一大批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模范遵守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体现社
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模范人物，为该市临空经济强市建设提供了有力的
道德支撑。

为大力弘扬尊老敬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充分展示新时期老年人的风
采，树立先进典范，倡导文明新风，营造敬老、孝老、爱老、助老、为老的社会
风尚，今年9月，新郑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委老干部局、市妇联、市民政
局、市老龄工作委员会联合在全市组织开展了“十佳老龄工作先进单位”、
“十佳健康老人”、“十大孝子”、“十大孝媳”评选表彰活动。在广大干部群众
自荐和基层组织层层推荐的基础上，经过主管部门遴选评审，该市文明办审
核、综合评定和公示，分别评出了“十佳老龄工作先进单位”，“十佳健康老
人”，“十大孝子”，“十大孝媳”。

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榜样，广泛参与公
民道德建设，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新郑城市精神，传播正能
量，为建设文明和谐新郑而贡献力量。

全市广大青少年朋友们：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尊老、爱老、敬老、助老”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与“容、创、持、实、和”的黄帝精神一脉相承，和“厚德自
强、传承创新”的新郑精神一致相融，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更要秉承尊
老爱老传统美德，多做敬老助老社会好事。在这里，向全市广大青少
年朋友们发出以下倡议：

一、积极倡导尊老风尚。每一名新郑青少年，要自觉做到思想行
动上尊敬老人，不淡漠老人；衣食起居上照顾老人，不淡忘老人；生活
零用上宽待老人，不吝啬老人；生病就医上护理老人，不冷落老人，多
举荐尊老敬老典型人物，多传播助老爱亲先进事迹，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去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助老良好风尚，进一步融合代际关系，促进
社会和谐。

二、真心做好敬老小事。广大青少年朋友要满怀感恩之心，及时
行孝，做好细节，要通过吃一次团圆饭、为老人讲一件趣事、给老人打
一次问候电话、带老人做一次健康检查、为老人让一次座、参加一次爱
老志愿活动等点滴小事做起，把敬老爱老的行动融入到日常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以儿女之心关爱身边的每一位老人。

三、热心服务老年同志。每一位青少年要深刻理解老同志为社会
做过的巨大贡献，切实尊重和服务好老同志，多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多学习他们的精神和品质，多为老同志创造温馨、民主、和谐、幸福
的生活环境，真正让老同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百善孝为先。全市广大青少年朋友们，让我们从我做起，共同携
手，真心敬老，热心爱老，诚心助老，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全社会迅速形成共同关心、关爱老人的浓厚氛围，为精神文明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新郑市敬老爱亲倡议书

十佳老龄工作先进单位

新郑市光荣院
新郑市财政局
新郑市审计局
新郑市卫生局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
新郑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新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新郑市梨河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和庄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孟庄镇人民政府

十佳健康老人

柴合钦 新郑市梨河镇黄甫蔡村村民
孙 震 新郑市科工信委离休干部
刘明甫 新郑市住建局退休干部
赵丙钧 新郑一中分校退休教师
杜明礼 新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小高庄社区居民
赵凤英 新郑市林业局退休干部
平风亭 新郑市妇联退休干部
张宝锁 新郑市人社局退休干部
李长彦 新郑市人民政府退休干部
陈丙信 新郑市畜牧局退休干部

十大孝子

敬秀民 新郑市八千乡小李庄村村民
叶成富 新郑市残联干部
王清智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职工
左国军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退休干部
林书武 新郑市观音寺镇林庄村村民
高国治 新郑市梨河镇高班庄村党支部书记
赵志成 新郑市开封大酒店员工
乔宗旺 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党支部书记
姬保红 新郑市郭店镇山根村村民
贾建民 新郑市梨河镇刘吉安楼村村民

十大孝媳

杜淑先 新郑市城关乡敬楼村村民
张景梅 新郑市梨河镇高辛庄村村民
赵小玲 新郑市辛店镇南李庄村村民
朱风玉 新郑市郭店镇郭庄村村民
马慧娟 新郑市薛店镇人民政府干部
黄英辉 新郑市孟庄镇冯辛庄村党支部书记
高花琴 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油坊沟村村民
张艳丽 新郑市黄水路小学教师
张慧娟 新郑市社保局干部
张志真 新郑市新烟街初级中学教师

敬老爱亲模范朱风玉在给爷爷剪指甲。

10月2日，新郑市爱心市民为该市光荣院里老人更换新被褥。当日是
重阳节，也是我国的“敬老日”，该市许多爱心团体和爱心市民自发到光荣
院、敬老院开展“敬老爱老”活动。

杜淑先：
百善孝为先

在新郑市郭店镇，提起郭庄村的朱
风玉，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她是敬
老爱亲的典范。多年来，朱风玉无怨无
悔地悉心照料丈夫的爷爷，用自己的坚
韧、善良和勤劳，默默地为五世同堂的幸
福之家添砖加瓦。

老寿星叫郭合林，今年 103岁高龄，
思维清晰，腿脚灵便，每天还能骑个三轮
车在村子周边转转。“活到这个岁数，赚
到啦，可这归功于俺孙媳妇。”郭合林笑
着说，“孙媳妇进门这 20多年，和家人从
没红过脸、生过气，一天三顿饭，顿顿端
我面前。”

记者见到朱风玉时，她正忙着给爷
爷准备早饭：牛奶和鸡蛋。“鸡蛋有时候
是煮的、有时候是煎的，爷爷每天早上起
来会先喝一杯白开水，这个要提前准备
好。”朱风玉对如何照料老人熟稔于心。
老人只有几颗牙了，她便在饮食方面特
意做一些松软可口的饭菜，吃鱼时会细
心地把鱼刺挑干净了，把酥香糯软的鱼

肉放到爷爷面前的菜盘里……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为百行

首”，朱风玉深谙此理，几十年如一日，她
更是用行动把它诠释得淋漓尽致，并教
育孩子要孝敬老人、和睦乡邻、多做善
事。耳濡目染之下，家里人都想着办法
让老人开心，特别是孩子们，除了力所能
及地帮忙照顾老人，还和老人聊天逗闷
子。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虽然人口众多，
但是家里兄弟、妯娌之间的关系都很融
洽，团结、和谐，一大家子在一起其乐融
融。“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爷爷是我们家
的主心骨，我不过是尽了一个晚辈应尽
的职责，根本算不了什么。”朱风玉说。

高尚的品格不是非得有惊天动地的
事迹，虽然朱风玉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
的大事，但正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她都做着孝亲敬老的平凡的事情。正是
这种平凡，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正是
这种平凡，弘扬了中国敬老爱亲的传统
美德。

“有人问我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在
照顾软骨病母亲的12年中，我每天都在
幸福中度过。”10月 5日，22岁的新郑市
敬老爱亲模范赵志成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道出了心里话。

家住该市八千乡梅河村的赵志成，
10岁时失去了父亲，和得了软骨病的母
亲相依为命。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但生
活还要继续。年幼的他，本应该在知识
的殿堂里汲取养分，而他却不得不辍学
回家，干农活、洗衣、做饭，照顾妈妈。

每天早上 6点，当别人家的孩子还
在睡梦中时，赵志成就已经起床了，先
做好早饭，把母亲和家里安顿好，然后
再去地里干农活。因为妈妈患软骨病，
吃饭时拿会儿筷子手就抖得厉害，赵志
成就坚持每顿饭喂妈妈吃。饭后，还要
扶着妈妈到外面走走，休息时，给妈妈
捏捏胳膊揉揉背。

看到别的小孩玩耍时，妈妈就心疼
地跟他说：“你去玩会儿吧。”他却懂事
地摇摇头，继续陪伴母亲，因为他担心

自己不在身边，母亲会摔着。看到别的
孩子吃零食，妈妈拿出卖粮的一点钱给
他，让他去买点零食，可是他每次都是
买母亲喜欢吃的。

小小年纪，家里的重担便一肩挑
起。“苦难不是用来获得别人同情的资
本，奋斗才是最重要的。”赵志成说，十
八岁那年，为了能够给妈妈提供更好的
生活环境，他选择了到市区打工。在酒
店一干就是4年，他总是最后一个收工，
别人不干的累活、脏活他都抢着干。“我
的愿望是多挣钱，好给母亲买几样家用
电器，让她生活得更舒服些。”

邻居们都羡慕赵志成的母亲，“不
知道上辈子修了啥福，生了这么好的儿
子。”赵志成说：“啥好不好，就是平平常
常的老百姓，过平平常常的日子。”

十几年来，赵志成用至真至善的心
灵，用善良纯朴的行动，用柔弱却坚实
的臂膀，支撑起了这个并不富裕的家
庭。他说，不管生活多难，只要有家人
相伴，就是最大的幸福。

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
来被人们所颂扬。可也有久病床前无孝
子的说法，更何况是儿媳妇呢？但在新
郑市城关乡敬楼村吕庄，儿媳杜淑先始
终恪尽孝道，对瘫痪在床的公公数十年
如一日悉心照料、不嫌弃不放弃的行为，
在当地盛传。

今年 47岁的她，1988年嫁给丈夫王
建民，丈夫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平常
靠农用三轮车跑运输，供几个孩子读
书、贴补家用，家境虽不宽裕但生活得
其乐融融。

2004年冬天，杜淑先的公公突发脑
溢血导致全身瘫痪，吃喝拉撒全在床
上。丈夫因常年在外打工赚钱，她便扛
起了照顾公公的重担。每天天一亮，她
就起床，先煮好早饭，盛到碗里凉着，然
后再叫醒公公，检查有没有尿床，帮老人
换尿布、穿衣服、洗脸，给老人喂饭、喂
药。一开始给公公换尿布时，杜淑先也
会觉得不好意思，后来，她也不羞涩了：

“把公公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伺候
自己的父亲，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夏天，为了给公公一个舒适的空间，

家里虽然紧巴，但夫妻俩还是特意为公
公的房间装上了空调，而自己屋里却不
舍得装。虽然公公卧床十余年，今年已
经 95岁高龄，但由于杜淑先无微不至的
照顾，老人没因久卧病床而生褥疮，屋里
也没有任何气味。丈夫王建民不无感激
地说：“父亲卧床十年多，如果没有俺媳
妇这么周到的关心照顾，老父亲估计都
坚持不到现在。”

杜淑先的公公膝下有7个儿女，2个
儿子、5个闺女，大儿子因自己家庭变故
无力照顾老人，5个闺女也都因自己家的
一摊事而离不开身。公公刚患病时，杜
淑先也犹豫过，兄妹六七个，为什么就让
她一个人承担，但善良的她最终考虑到
大哥的家庭现状，其他几个姐姐又都得
顾各自的家，她就毅然扛起了照顾公公
的重担，这一晃就是10多年。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杜淑先的一举一动，深深地感染着她的
几个孩子。家务忙的时候，她的儿子和
女儿就给爷爷洗脸、换尿布、喂饭，也加
入到了照顾老人的行列，这让杜淑先倍
感欣慰。本报记者 赵地 刘冬赵聪聪 陈扬 边艳高凯 李伟彬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