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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如果没有她，我的生活可能就
是另外一种景象了。”50 岁的贾国
武，每每说到自己的妻子，言语中总
是充满了感激。

24年前，贾国武遭遇不幸，失
去了右手和左腿。他的妻子任红陪伴
着他，支撑他走到了今天。24年一
路风雨走来，妻子已经成了他的定心
丸和主心骨。

一场意外
小夫妻遭遇晴天霹雳

在滨河路 518号院贾国武家中，
记者见到了贾国武、任红夫妇。他们
面积不算大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墙壁上挂着夫妻俩和儿子的照片。贾
国武穿着短袖、短裤，坐在沙发上，
妻子任红就坐在他身边。看到记者，
夫妻俩都十分热情。贾国武说话风
趣，常逗得妻子哈哈大笑。

贾国武右手和左腿的残疾是 24
年前的一场事故造成的。当年，贾国
武 26 岁，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工人。
在一次对模具的检修中，发生了意
外。由于伤势过重，医生下达了几次
病危通知书。

“后来医生给我说，要不是他身
体底子好，有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
现在想想还是后怕的。”任红说，通
过医生的努力，贾国武的性命保住
了，但也永远失去了右手和左腿。

这对于贾国武和任红这个刚刚组
建不到一年的小家庭来说，无疑是一
个晴天霹雳。

不离不弃
悉心照顾残疾丈夫

事故发生那年，贾国武 26 岁，
任红刚刚23岁。“他当时特别喜欢运
动，篮球、羽毛球都打得很好。出事
前，他刚参加完厂里的春季运动会。
当时我头都懵了。”任红说，她哭
过、恼过，但从没有想过放弃丈夫、
放弃这个家。

丈夫出事后，她寸步不离守在丈
夫身边。“我当时才23岁，周围也有
人劝我离开他，但是看他躺在病床上
的样子，我怎么也狠不下心，就想着
怎么才能让他越来越好。”任红说。

由于伤势较重，贾国武只能躺在
床上。无法活动，他的一切生活起居
都需要别人照顾。这让贾国武变得十
分焦躁。他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每
日情绪变动很大，脾气也越来越暴
躁。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会冲任红
大喊大叫，也曾经扔筷子摔碗。

每到这时候，任红都默默地收拾
好东西，忍下委屈，继续照顾丈夫。

“自己肯定觉得委屈，实在憋不住
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哭。哭完
了，该干啥干啥。”任红说，这样的
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贾国武装
了假肢，康复出院才有所好转。

儿子出生
一个人照顾三个人

经过一年的治疗，贾国武虽然康
复了，但身体落下了残疾，身边离不
开人。每天，任红都会把饭做好、盛
好，送到贾国武面前。24年来，她
从未让贾国武自己盛过饭。

当时他们租住的房子里没有厕
所，想方便只能到附近的公厕。任红
不放心丈夫，夫妻俩商量后，搬到了
任红母亲家居住。从此，任红边照顾
丈夫边照顾母亲，直到今日。

1995 年，贾国武和任红的儿子
出生了。

此后，任红变得更加忙碌了。一
个人照顾三个人，她每天像陀螺一
样，不停地转呀转。家里家外的事
情，都需要她一个人支撑。当时在街
上，邻居们经常可以看到她抱着儿子
买菜的瘦弱身影。

“那段时间真是难熬，实在苦得
狠了，她就抱着儿子哭，但是哭过之
后，又坚持了下去。”贾国武说，在
他心里，妻子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他
和儿子的精神支柱。

“我媳妇就是心地好，不仅对家
里人好，对其他人也好。这些年，真
是辛苦她了。”贾国武动情地说。

□本报记者 吴艳敏
实 习 生 朱琳佳

在源汇区戏楼后街社区新
兴巷口，有一间只有七八平方
米的小理发店。没有招牌，店
内陈设简单却整洁。由于只有
一把工作椅，理发店一次只能
服务一位顾客。然而，店主沈
寒华老人，凭着自己的手艺，
一干就是21年。

价钱便宜 一次3元

8月 2日上午，记者来到位
于新兴巷口的理发店。此时，
沈 寒 华 老 人 正 拿 着 剪 子 和 梳
子，熟练地为一位老人理发，
眼神中满是专注。

沈寒华老人今年已经 61岁
了，从 1995年开起这个小店面
到现在已经 21年了。她在 20岁
左右成为理发店的学徒。

“那时候的理发学徒和现在
很不一样，每个理发师傅都只
带一个学生。我们最先要练手
腕，也算是打好基本功吧。”回
忆起那时的生活，沈寒华感慨
地说。

“年轻的时候是在市理发店
工作，后来理发店倒闭了，我
也就从理发店出来，干了其他
小工。”沈寒华说。

为了补贴家用，沈寒华便
清理了家中这间小储藏室重操
旧业，没想到一干就是21年。

“在我这里理发只要 3 块

钱，而这也是三四年前才涨的
价格，之前更便宜，才一块多
钱。”沈寒华说。

“年轻人不爱来这里理发，
来我这里的大多都是老年人。
老年人都节俭。我也能理解。
既然我有这手艺，为大家图个
方便吧。”沈寒华笑着告诉记
者。

手艺不错 服务老人

正在理发的和女士，今年
已经 72岁了。对于沈寒华的手
艺，她非常满意。

“她脾气很好，服务很细
致，剪的头发我也很喜欢。”和
女士说。

由于屋内空间较小，店外
巷子的空地还有三位老人坐着
等 待 ， 他 们 都 是 这 家 店 的 常
客。“老板理发手艺很好，价钱
又便宜，而且是老门老户了，
我理发一般都会来这儿。”等待
的丁大爷告诉记者，他家在铁
路东，这次是骑自行车来的。

而一旁的文大爷和许大爷
分别住在受降路和民生街，也
是这家店的常客。

当记者问到会不会因为要
排队而有意见时，几位老人都
连连笑着摇头表示他们彼此之
间都比较熟悉，平日本来也没
什么事，来这里还能聊聊天，
也挺有意思的。

对于日常的顾客数量，沈
寒华老人说：“基本都是走一个
来 一 个 ， 不 过 也 会 受 天 气 影
响，比如前些日子太热了，来
的人就会少一些。”

一天下来，沈寒华老人要
为二十位左右的顾客服务。细
致的服务和热情的态度，都为
她赢得了顾客的好评。

对于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
长，并且也能够认识这么多老
年朋友，沈寒华也是乐在其中。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出 摊 卖 火 烧 ， 在 家 做 饭 、 洗
碗、拖地……假期里，13岁的张天
一成了父母的好帮手。

“父母挣钱很辛苦，我趁假期替
他们分担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是应该的。”8月2日，张天一笑着告
诉记者。

张天一家住市区香山路燕林苑
小区，开学后就要读七年级了。

放暑假后，每天下午3点，张天
一蹬着人力三轮车，载着两筐热乎
乎的火烧，到小区附近的便民服务
点出摊。

“来两块钱的火烧。”有顾客来
买火烧，张天一掀开盖在筐子上的
布，右手从零钱箱旁边拽一个塑料
袋，将双手套在塑料袋里，拿够4个

火烧后，左手提着袋子将火烧递到
顾客手中——动作娴熟又麻利。

这边火烧交到顾客手中，那边
堂哥已经算过账把钱找好，两个人
配合得相当默契。“这几天我过来找
他玩，但是他要出摊儿，我就陪他
一起出。”比张天一大一岁的堂哥
说，有空闲时间，他俩一起玩耍。

张天一和堂哥脸上的汗水不停
地向下流，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
湿了。但两个小伙子丝毫不在意。

晚上 8点，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每天收摊时间都不确定，这要看爸
妈和面多少，和面多了就收摊相对
晚一些。”张天一告诉记者。

“家里忙，我们顾不上孩子，真
是委屈孩子了。”来送火烧的张天一
爸爸对记者说。“别看孩子年龄小，
懂事得跟个小大人一样。”旁边卖馒
头的一位阿姨说。

除了出摊，平时在家里，张天
一还会帮父母做饭、拖地、洗衣服。

“比起父母的辛苦，这些事情都
算不了什么。”张天一小声地说。

卖火烧做家务 当父母好帮手

□本报记者 朱 红

想参与“七夕·幸福漯河”
系列主题活动的亲，请在 8月 4
日前拨打电话报名。也就是说，
还剩两天的报名时间。想给对方
表达爱意的人儿，鼓足勇气，快
快加入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的官方微信平台
“沙澧风尚汇”会陆续推出活动
进展情况，读者可直接微信搜索

“沙澧风尚汇”即可关注。
目前，有读者想通过此次活

动表达爱意，但又犹豫还未报
名。在此，记者想认真地对你
说，别再犹豫，这是个多好的表
白机会呀！如果你真的想表白，
别不好意思，可以用网名进行报

名，讲出你的故事，说出想表达
的话。

此次主题活动拟分为两部
分。一是听恩爱的老夫妻讲述年
轻时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那个
年代的爱情观。二是面向全市情
侣征集“爱的表情”“爱的情
话”。读者朋友们，请尽快借这
个平台，说出你想说的话吧！我
们会尽力满足你的心愿。

以上两个主题活动，只要参
与就可获得由漯河金伯利钻石和
金大福珠宝提供的精美礼品，并
选取若干对情侣的“最甜蜜表
情”和“最真挚情话”刊发在特
刊上，让全市人民一起见证你们
的 爱 情 。 热 线 电 话 0395-
3139148、13938036898。

“七夕·幸福漯河”主题活动报名时间还剩两天

别犹豫 快来说出你的爱

面积不大，但师傅手艺好，价钱还便宜

巷口理发店 温馨小港湾

市区戏楼后街社区

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失去右手左腿，怎么办？

24年，她一人撑起一个家

贾国武一家三口贾国武一家三口

张天一张天一（（左二左二））在为顾客装火烧在为顾客装火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