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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八旬老人求助 寻找山西亲人》后续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在市区交通路南段的闫庄信用社家属
院，你问赵秀玲家在哪儿，谁都能给你指指
她家的门。

“大爷好！咱小区的赵秀玲你认识吗？”
“秀玲呀，认识，咋会不认识哩，就是老刘家
的儿媳妇，那可是个好闺女。”在家属院里提
起赵秀玲，大家都赞不绝口。

3月 27日中午，记者来到她家，见赵秀
玲正给婆婆端刚做好的午饭。

把公婆当亲生父母

今年 48岁的赵秀玲曾是一名下岗工人，
圆圆的脸蛋儿留着齐耳短发，说起话来微微
笑，慢声细语，第一眼看上去就是随和、乐
观、可亲的人。她家在 5楼，虽然墙壁有些
斑驳，但屋内家具物品摆放整齐，收拾得干
干净净，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

“我明年 6月份就 90了。”赵秀玲的婆婆
刘素梅伸出手指给记者比画着。

一会儿看不见赵秀玲，刘素梅就会不停
地找她，找到后就拉着秀玲的手，不停地夸

她是个好闺女。
刘素梅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女都很

孝顺。自从赵秀玲夫妇下岗后，考虑到其他
兄弟姊妹工作忙，赵秀玲就主动承担起照顾
老两口的事。

老两口也喜欢在秀玲家待着。老两口和
秀玲投缘并非偶然，而是秀玲对待公婆特别
孝顺，把老人当亲生父母看待，和老人也谈
得来。时间久了，别的儿女来接，刘素梅也
不愿意走，说和秀玲过着舒服。

晚上睡在婆婆身旁

公公前几年一直有病，怕晚上照顾不
周，赵秀玲就和丈夫刘利军商量，每天晚上
由丈夫陪公公睡一个房间。这样一来，公公
晚上因为肺部炎症引起咳嗽的时候能够及时
发现，刘利军过去拍拍就会减少危险的发
生。赵秀玲则和婆婆睡一个房间。后来公公
病情加重，住院一年多，赵秀玲每天都去送
饭、喂饭、擦身子。每天躺在病床上不运
动，公公常常便秘，掏大便的脏活都是秀玲
做。其他儿女要求轮流照顾他，但公公觉得
不习惯，说喜欢被秀玲照顾。不幸的是，公

公最终因病去世，但走的时候很安详，就像
睡着了一样，大家都说是孩子们照顾得好，
没有让老人受罪。

公公去世后，秀玲怕婆婆一个人晚上孤
单，夜间去卫生间不方便，就让婆婆和他们
夫妻睡在一个房间。晚上三个人聊天说笑，
很是热闹。

每天早上婆婆睁开眼，看不到她就会
问：“玲儿呢？玲儿去哪儿了？”

天气好的时候，秀玲就推着婆婆去上河
堤公园转转，看看风景。在儿子媳妇的照顾
下，婆婆刘素梅过得很舒心。婆媳俩总是有
说有笑，感觉越活越年轻。

她说，家和万事兴

赵秀玲告诉记者，当年刚结婚来到这个
家，婆婆就很亲她疼她，没把她当外人。有
了孩子后，家里的饭都是婆婆做的。周末，
婆婆总是想着改善生活，喊他们兄妹妯娌一
起吃饭，孩子们一起玩儿，老两口洗洗刷刷
做家务，一家人很亲。

“现在婆婆老了，我孝顺她是应该的。”
赵秀玲说，婆婆想吃什么，她就想着法做。
其他兄弟姊妹都很孝顺，虽然婆婆没和他们
一起住，但他们常来看望婆婆。一家人过日
子，不图钱多钱少，只要大家互相照顾，互
相理解，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过日子就好。

提起赵秀玲，邻居们都说，这样的好媳
妇真难找！她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用她公婆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看
见俺这个好闺女，病就好了一半’。”一位邻
居说。

赵秀玲说：“锅碗瓢勺没有不碰的。人与
人相处，要不断磨合。尤其是刚结婚有孩子
那阵儿，最容易产生家庭矛盾。但是，只要
不计较，就可以家庭和睦。只有家和，才能
万事兴。”

本报讯（记者 朱 红）舞阳县莲花镇薛
寨村有个公认的“文化人”薛付喜。他爱好
写作，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守望着
农村的文化阵地。3月 27日，记者了解到，
71岁的薛付喜老人，用5年时间编写出《守
望》一书，并自己出资印刷，无偿送给亲朋
好友。

记者了解到，薛付喜曾编写 2800多字
的《舞阳颂》，歌颂家乡的发展和变化；为
方便孩子识字查字，制作了拼音识字挂历，
命名为“挂历字典”；编写《华夏文明传承
歌》，涵盖了三字经、二十四孝等内容；编
写含 800个常用成语的 《成语接龙》，让孩
子们在游戏中学习成语。此外，倾注他心血
的《薛寨村志》，被列入舞阳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普查成果》一书。

3月 27日，薛付喜老人来到新闻大厦，
向记者展示了他新编的《守望》一书。

记者看到，这本书非常厚，拿在手中沉
甸甸的。

打开一看，记者吃了一惊：整本书是一
个字一个字抄出来的，并且跟古代书籍一
样，是从右往左翻看的。字体工整，条理清
晰，看得出编写者付出了很多。

薛付喜爱不释手地拿着书，向记者介绍
了该书的内容。

薛付喜说，《守望》共有10章51节，14
万多字，250页，内容有家乡美、英雄谱、
知识篇、农村谚语、曲艺篇、家乡人文故
事、十劝世人、民俗趣谈、华夏文明图解、
识字挂历等，把他多年来的各种作品集于一
书。

“这本书在以前作品的基础上又进行了
修改、整理，经过县文化馆老师的指点，变
得更加具有可读性，字词更押韵。”薛付喜
像抱着自己的婴孩儿一样向记者介绍 《守
望》。

薛付喜说，《守望》 用了他 5 年时间。
其中，他花了半年时间用毛笔抄写：除了白
天干活儿，几乎每天晚上都抄写到半夜。

薛付喜告诉记者，包括《守望》在内的
所有他的作品，全都是他查阅了大量的资
料，如《上下五千年》《新华字典》编写的。

“生活中，我不抽好烟，不喝好酒，不
打牌，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编书上。家
里老伴也支持，我无怨无悔。在编写的过程
中，我学习了知识，传承了文化，为社会增
添了正能量，为子孙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
产。”薛付喜说。

“我爱好这个，所以在查资料、抄写
时，并不觉得辛苦，反而越干越想干，非常
有趣。”薛付喜说。

赵秀玲：把公婆当亲生父母孝敬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88岁的老父亲
和40多年没见的外甥女通电话时，激动得泣
不成声……我们已经定下车票，准备在 3月
31日启程，先去太原和外甥女见面，然后一
起去阔别 61年的老家寻根。”昨日，张全会
同记者联系时连声道谢。至此，经本报和

《阳泉晚报》联动，舞阳八旬老人张金得，经
受40多年的思亲之苦后，终于圆了寻亲梦。

媒体联动：阳泉记者马家庄寻人

3月 23日，本报 05版刊发《离家七十多
年 老人寻找山西亲人》一文，讲述了舞阳县
吴城镇村民张全会求助本报，为今年88岁的
父亲张金得寻找山西老家亲人的故事 （详见
当日报道）。随后，本报记者联系了张金得老
家《阳泉晚报》的记者，一起帮老人寻亲。

3月 24日上午，《阳泉晚报》记者荆倩、
侯节、晋向华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到位于平定
县冶西镇的马家庄村。“老人所说的家乡，是
一个依山而建的纯农业村，村里还保留着数
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房子。”当日下午，荆倩
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他们走访的多位村民，
都对“张金得”这个名字不熟悉。

荆倩说，他们走访时，村里年纪最长的
老人张子玉也在场，但85岁的张子玉对于70

多年前的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虽然村民对‘张金得’没印象，但是张

金得提供的他小时候在‘南头村地主杨昌林
（音）家干过活’这一线索，证实他就是马家
庄村人。”荆倩告诉记者，听今年 71岁的村
民张善玉老人说，南头村就在马家庄西南方
不远处，也确实有杨昌林这个人，他家的祖
宅还在，不过后辈早已不在村里居住了。

柳暗花明：很多人认识“小焕蓉”

张金得还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信息：他
有一个外甥女叫张玉英，小名“小焕蓉”，多
年前迁居太原。荆倩说，本以为希望渺茫，
不料一说出“小焕蓉”，村民纷纷说“认识”。

更让荆倩喜出望外的是遇到了 75岁的村
民陆如祥。陆如祥说，“小焕蓉”跟他是同龄
人，曾在村里生活，而且还有亲戚在村里。
随后，陆如祥热情地将住在附近的村民陆如
贵带到荆倩面前：“小焕蓉”是他的表姑。

陆如贵说，表姑“小焕蓉”一直在太原
生活，多年前还有联系，但近几年不怎么走
动，仅仅是从亲戚口中得到过她的消息。

“表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前几年
还病了一场。”陆如贵没有“小焕蓉”的联系
方式，但他试着从其他亲戚那里打听打听。

令人欣喜的是，打了几个电话之后，陆
如贵得到了“小焕蓉”的联系方式。

亲人通话：激动得喜极而泣

“我当场拨通了‘小焕蓉’的电话，说明
情况后，她的情绪很激动。过了近半个世
纪，突然得知失联多年的舅舅还活在世上，
并且在寻找自己，‘小焕蓉’哭了，不住地对
记者道谢。”荆倩告诉记者，“小焕蓉”今年
73岁。自 20世纪 70年代与张金得失去联系
后，她曾写信给舅舅，可是寄出的信件如石
沉大海，没有回音。久而久之，“小焕蓉”对
找到舅舅不敢抱太大期望。

随后，荆倩将找到亲人的好消息告诉了
本报记者以及张金得老人的儿子张全会。昨
日，张全会向记者讲述了父亲和外甥女通电
话时的情景：“父亲 88岁了，乡音未改。他
和表姐‘小焕蓉’通电话时，两人都很激动
得哭了，都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联系上。”

张金得老人和外甥女电话相认后，相约
一同回马家庄看看，实现寻根祭祖的心愿。
马家庄村民纷纷表示欢迎，还请荆倩传话：

“都是一家人，回来吃住都方便。”
至此，在本报与《阳泉晚报》两地报人

的联动下，张金得老人圆了寻亲梦。

饭做好了饭做好了，，
赵秀玲先盛一碗赵秀玲先盛一碗
端给婆婆端给婆婆。。

本报与《阳泉晚报》联动 失联40多年的舅舅外甥女联系上了

舞阳老人将动身前往山西寻根

舞阳农民薛付喜

编写14万字《守望》

薛付喜向记者介绍他的新书。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