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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媳妇“抢”婆婆 争先恐后尽孝心

①大儿子、
大儿媳与老太太
坐在一起，向记
者展示获奖证
书、奖盘。

②最近天气
比较干燥，二儿
媳每天都要给老
太太削梨吃，让
老人润润喉。

③老太太年
龄大了，偶尔会
感觉腿脚不舒
服，三儿媳因此
经常来给老太太
按摩。

①①

②②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舞阳县吴城镇黄庄村出了个“全国文明
家庭”，这消息一下子火遍了十里八村。不了
解内情的纷纷打听到底是哪个家庭？怎么个

“文明”法？提起这家人的故事，本村人都能
讲得绘声绘色：“这是俺村的赵伏妮一家，她
家的五个媳妇‘抢’婆婆的故事谁人不知？
确实‘闻名’得很。”近日，记者走进这个大
家庭，倾听她们的故事。

传为美谈
五妯娌“抢”婆婆

赵伏妮老太太今年 83岁了，一辈子生养
了五子三女，年轻时为了一家子老老少少没
少吃苦，老来却享了五个媳妇的福。村里人
说他们家“闻名”，指的是那一次五个媳妇

“抢”婆婆的故事。
有一年春天，老太太在老四家突然不见

了，让妯娌兄弟们焦急万分，在村里村外四
处寻找时，二媳妇凤枝带着老太太从村外回
来了，说：“我带娘出门兜兜风。”大伙埋怨
她，她却理直气壮地说：“是恁的娘，难道就
不是俺的娘了吗？轮也该轮我养了。我刚才
已经跟娘商量好了，就在我家常住，谁家也
不去了！”然而，她们妯娌四个说什么也不同
意。于是一场“抢”婆婆的“大战”就这样
开始了，谁也不肯相让。这也惊动了村里不
少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

村支书黄翠敏听说后，也来到现场说：
“人家是把老人往外推，你们是争着往家里
拉。我给你们说个办法：以后每家住半个
月，轮流赡养老人怎么样？”话音刚落，三媳
妇刘朵抢先说：“不行，最少三个月。”四媳
妇阚玉香接着说：“半年。”“好！”大伙异口
同声。大媳妇师荣枝说着就去搀扶婆婆。二
媳妇汪凤枝不干了，说：“大嫂、弟妹们，你
们谁也别争了，就从我家开始，今天谁也别
想把娘‘抢’走！”

见证了五妯娌“抢”婆婆的村民们，无
不感动万分。村支书黄翠敏见此情景，立即
向村民们做起了动员，她动情地对村民们
说：“五个妯娌‘抢’婆婆真是少见，她们为
全村人树立了榜样，我们祖先留下的光荣传
统在她们五妯娌身上得以发扬光大，我们以
后都要向她们学习！”

就这样，五个媳妇每家赡养半年，老太
太到了哪一家，吃的、用的都归哪家管，他
们各家也会提前把老人的衣服晾晒好、叠整
齐，用新棉花被子把床铺铺得柔软暖和，以
各自的方式尽着孝道，把老太太像座上宾一
样照顾着、侍奉着。

代代相承
以孝道为家风

赵伏妮老太太咋就这么有福，能让五个
媳妇抢着尽孝？这话村里人也分别问过五妯
娌，她们的说法非常一致：“婆婆受苦受累一
辈子，让婆婆舒心开怀、安度晚年是我们做
媳妇的共同心愿！”

原来，赵伏妮五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嫁
到黄家后，她把自己的婆婆当亲妈一样对
待。她的婆婆双目失明，她一得空就陪在婆
婆身边。婆婆卧病在床时，她就给婆婆端水
喂饭、擦屎接尿，伺候得无微不至。要知
道，那是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
家当时还是村里最穷的一户。赵伏妮拉扯八
个孩子，还要侍奉婆婆、操持家务，硬是做
得面面俱到，她的婆婆直到临终也没受过一
天的罪。这要是放在现在，赵伏妮至少可以

说是个女汉子，甚至是女中豪杰了，可是在
当时，她却把这些当作最平常的生活，当作
生活中最简单的理。

这些故事，五个媳妇或多或少地经历
过、看到过、听说过。婆婆吃过的苦她们如
今是体会不到了，但婆婆以身垂范带出的家
风在她们身上却不会丢，而且会代代相传。
家里的孙子一辈们多数时间在外地打工，无
论谁回到村里，都会先去看望奶奶，不是塞
红包就是送礼物，用他们这代人的方式表达
孝心。重孙一辈虽然还小，但也受到这种家
风的熏陶。有一回老太太生病输液，重孙硕
硕主动帮太奶奶提尿壶，这份心意比扇枕温

衾的小黄香并不逊色。

妯娌一心
争先恐后尽孝

这一大家子，18 口人，虽然早已分了
家，但还是把日子过得像是一条心——一颗
装着孝道的心。自从老太太轮流奉养以来，
五个媳妇就好像较劲着、比赛着一样，争先
恐后地把老太太伺候得更好。而且她们还定
了个“君子协议”：谁如稍有不孝不敬的言
行，便取消她赡养老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那就没有一点“不一心”的时候吗？还真是
有，不妨从五妯娌身上找找看吧。

大媳妇师荣枝当年就帮着婆婆伺候过太
婆婆，在照顾老人尽孝道方面可以说是深得
婆婆真传。日常照料自不必说，她的“独门
秘籍”是每天婆婆一醒来，就把一碗荷包蛋
端到婆婆床前，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补品，
但仅凭那一碗满满的心意就能给婆婆一个暖
心的早晨。

二媳妇汪凤枝则很细心。每次老太太出
门寻医问药，她总是蹬着三轮车，带婆婆往
返数里地。人家都奇怪：“你咋不骑电动车
呢？”她说：“电动车速度太快了，带老人不
安全，还怕婆婆坐不惯。三轮多好，慢慢悠
悠，不耽误看风景、晒太阳。”

三媳妇刘朵是出了名的贴心。她知道婆
婆爱干净，就隔三岔五地给她洗头、洗脚、
剪指甲。知道婆婆牙口不好，她每天做菜都
尽量烧得烂一些。一日三餐，第一碗饭从来
都是婆婆的，已成了她的家规。

要说最有耐心还数四媳妇阚玉香。她时
常想着法逗婆婆开心，婆婆爱吃什么，她就
变着花样地做。冬天来了，她给老人铺上电
热毯，每晚都先亲自试好温度再请婆婆上
床。她曾告诫自己的儿子、媳妇，谁惹老太
太生气，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孝。

无论怎样，孝顺就是要让老人顺心，五
媳妇张淑梅对此最有体会。她知道婆婆爱看
戏赶庙会，只要天气好，每逢邻村有庙会或
唱戏，她总是骑着三轮车拉着婆婆去看戏，
每次老人都坐在铺得舒舒服服的三轮车里笑
得合不拢嘴。到会上后，她忙着给老人买油
馍，盛胡辣汤、豆腐脑，凡是老人喜欢吃
的，她都大兜小兜地买给她吃。她像照顾孩
子一样顺着婆婆的心、合着婆婆的意。

友爱家庭
传播文明新风

二十多年来，无论老人在谁家居住，每
隔三五天为婆婆晾晒被褥，早已成为妯娌们
的好习惯。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每个细节
她们都安排得恰到好处。老人的房间冬天有
电热毯，夏天有电风扇、空调。不管婆婆在
谁家居住，其他媳妇一般不会超过三天前去
看望。白天没时间，晚上也会在老人膝下坐
坐，拉拉家常。

“这就是我们家的凝聚力。小时候家里
穷，缺吃少穿，但母亲给的爱却不少，我们
兄弟姐妹在母亲影响下一直都非常团结。”老
人的大儿子黄化宇说。

四儿子黄化亮也对小时候得到哥哥们的
许多照顾感到幸福，更幸福的是又娶到这么
好的媳妇。“我身体不好，负责在家给老人做
饭。媳妇在外打工，可她总嫌我给老人做的
饭难吃，回来再累，还要再下厨做些老人喜
欢吃的，跟对亲妈一样。”

这次代表全家赴京接受表彰的是四媳妇
阚玉香。回想起见到习总书记时的场景，阚
玉香至今仍然十分激动。当然不仅是她，这
次的表彰再次点燃了村民们对于这个“全国
文明家庭”的赞扬之情。村民张五妮说：“她
们妯娌几个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给我们
村争了大光。”村民黄瑞兴则说：“她们妯娌
几个把正能量带到了十里八乡，要是家家户
户都能像这家人一样，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
加美好。”

是啊，家庭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时时刻
刻都在散播着微弱却不容忽视的能量。这种
能量经过在千家万户间的传播，就会形成使
社会进步的力量。对于正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漯河而言，正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文
明家庭，共同构建起一座更加文明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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