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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庭 ]

在商州区牧护关镇泉源村，提起张冰，
村民们都称她是个待人和气，人也机灵能干
的好儿媳。

2011 年，张冰在江苏打工时，和商州区
牧护关镇泉源村的方俊相识，两人相恋 3 年
后，方俊带着张冰来到了自己的老家。

张 冰 生 在 商 州 城 区 ，当 初 虽 然 她 愿
意 ，可 父 母 坚 决 不 同 意 她 嫁 到 偏 僻 的 农
村，在她的一意孤行下，父母才不得不同
意这门婚事。

但爱情和婚姻却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不
仅需要感情做基础，更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
来维系。由于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自小在城
里生活的张冰，每天要吃三顿饭，而农村人
大都忙于农活，每天只吃两顿饭，热心的婆
婆就不辞辛苦，每天起个大早，专门为张冰

做好早餐后才下地干活。而年轻的张冰，因
为肩头没有担子，就喜欢睡懒觉。接连一两
年时间里，张冰的婆婆都是每天忙里忙外，
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有次闲聊，张冰问婆婆：“妈，我老爱睡
懒觉，您怎么不叫我，也不埋怨我呢？”婆婆
说：“傻姑娘，你是我大俊的媳妇，就像我女
儿一样，妈也是从你那时候过来的，我那会
儿条件艰苦，受了些罪，我不能让你也吃那
些苦。再说了，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不能睡
懒觉了？”张冰听完觉得真是自己上辈子修
来的福气，从此以后，主动承包了洗碗等部
分家务，婆媳的关系真如母女一样，生活也
更其乐融融。

后来，张冰在怀孕和生小孩期间，婆婆
更是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还语重心长

地对张冰说：“这女人啊，坐月子可是非常重
要的。一不小心就会落下病根。生了娃你
一定要多休息，妈给你带娃，你好好养好身
体就行。”张冰听了打心眼里感激这个善解
人意的贤惠婆婆。

婚后第三年的夏季，婆婆腰椎间盘的老
毛病犯了，突然卧床不起。这时候张冰义不
容辞地承担起了儿媳妇的角色，不仅细心照
顾婆婆的起居，还承担了所有家务。在张冰
的精心照顾下，婆婆很快康复如常。

张冰的婆婆年轻时在大队里唱过大
戏，与同在戏班子拉二胡的公公认识并结
婚。这不，逢年过节，家里的子女们都聚
集到了一起，公公就情不自禁地拉起二胡
来，这时，婆婆也会认认真真地唱起秦腔
来。因为乐观，夫妇俩看起来总是比同龄

人要年轻许多。
如今的张冰，已经被泉源村委会推荐选

举为村委会副主任。她在工作中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得到上级领导及村民的一致好
评。目前，她还报读了在职村干部提升学
历，成了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

现在的张冰，每天除了正常工作之外，
还要给当村医的公公忙碌医疗上的诸多事
务；不仅照顾孩子读书，还要上网课，虽然忙
碌着，但内心却非常充实和幸福。

“现在党和政府为在职村干部放宽了
政策，不仅给村干部缴纳了三金，还为在
职村干部放宽了公务员招录条件，趁着年
轻，边工作边学习，争取早日拿到文凭，更
好地为村民们作出更大贡献……”张冰乐
呵呵地说。

都 夸 她 是 好 儿 媳
陈 亮

先后获得商洛市“最美家庭”“三秦最
美家庭”的镇安县朱杰家庭，用事实回答了
包容与理解是营造幸福家庭的良方。

朱杰家有 5口人，68岁的母亲，33岁的
妻子和两个儿子。他们以“家人没有对与
错、唯独只有真善让”为家训，相互提醒、长
期坚持，营造了家庭和睦，邻里关系相处融
洽的好氛围。

朱杰的爸爸去世早，母亲李光秀就坚强
地挑起了家庭重担并养育了他们姐弟3人。

朱杰记得，每到一个节日，母亲就把一
家人召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
在单位要踏实工作，勇挑重担；在家里要互
相包容，相敬如宾，齐心协力过好日子。只

要看到你们都有出息，我就知足了。”
母亲言传身教，亲善教子教孙。教育

孩子要知恩、感恩、报恩，有爱心，乐于帮助
身边人，心里不要只装着自己，更要装着别
人。每当邻居家有事，她总是忙前忙后。

“李光秀平常最喜欢做好事。人很热情、家
风正，子女都很有教养，是我们村的榜样！”
邻居朱某说。

朱杰的妻子王玲毕业后，毅然放弃了
签约在北京的工作，回到镇安县大坪镇中
心幼儿园工作。她酷爱舞蹈、弹琴、手工
等，多次参加县、镇组织的文艺演出活动
并获奖。工作中，她积极上进、勤奋好学、
勤于钻研，在幼儿教育领域成绩突出，受

到家长的认可与领导的信任。先后在米
粮镇中心幼儿园、回龙镇中心幼儿园任园
长，她带头上公开课、示范课，主持市级科
研课题，发表论文等，在她眼里，幼儿园就
是她的家。为此，多次被评为“优秀园长”
等荣誉称号。为支持丈夫的工作，她把刚
满月的儿子带到学校照顾，面对丈夫的加
班加点，她从未抱怨，她始终坚信：男人应
该干事业，作为妻子更应该尽全力支持
他。她懂得孝顺，经常督促丈夫在工作之
余回家照看婆婆，自己也经常为婆婆购买
生活用品。

朱杰 2009 年参加工作，经历过由大学
生村官到选调生、由基层到机关、再由机关

到基层的转变，但唯独不变的是他始终对
工作敬业。先后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镇
长助理、驻村第一书记、县委政法委综合办
公室主任等职务。两次被镇安县委授予

“红星党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多次被评为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全县脱贫
攻坚“十佳青年”。

有爱才是家。爱，不是承诺，是担当，
是奉献。朱杰家庭用人性深处最朴实的
行 动 把 中 华 民 族 亘 古 不 变 的 家 风 传 承
着，孝老爱亲、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相互
支持是他们对自己、对家人永远的要求，

“家和万事兴”这句古训在他们家庭得到
了最好的印证。

用 包 容 与 理 解 营 造 幸 福 生 活
杨远彦

在山阳县小河口镇刘家
街村，提起“陈美丽”，可以说
无人不晓，她现是二峪河小
学的一名老师。30 多年来，
她很好地奔走在教书和照顾
老人之间，被学生称为好老
师，老师称为好同事。乡邻
们一见她，脱口而出的就是

“陈美丽”，这是众人赞扬她
孝亲敬老的一种爱称。其实
这不是她的真名，她真名叫
陈淑琴。

陈 淑 琴 的 婆 婆 今 年 72
岁，2021 年老人因脑梗，生
活不能自理。当时陈淑琴正
在二峪河小学教书，丈夫在
外地务工，一年到头也回不
了几趟家，为了能更好地照
顾婆婆，陈淑琴把婆婆接到
了学校，一人挑起了照顾婆
婆的重担。

“ 妈 ，你 这 身 衣 服 有 点
脏 了 ，我 帮 您 换 一 身 。”

“妈，我帮您洗洗头。”“妈，
我陪您出门散散心。”繁忙
的工作之余，陈淑琴为婆婆
换洗衣服，给婆婆擦身、洗
头、洗脚，经常做一些婆婆
喜欢吃的饭菜，每到换季还
不 忘 为 老 人 添 置 新 衣 物 。
看到婆婆因长期需要别人
照料变得悲观起来，经常唉
声叹气。陈淑琴看在眼里
也急在心里，于是她经常陪婆婆聊天，空闲了就推着婆
婆出门散心，一边走一边耐心地开导并鼓励婆婆，要相
信身体一定会好起来，她会一直很好地照顾婆婆，像女
儿 照 顾 母 亲 一 样 细 致 ，请 老 人 一 定 安 心 养 病 。 春 夏 秋
冬，陈淑琴在平凡中守候，在琐碎中坚持，经过一年尽心
尽力的照顾，婆婆的脑梗竟然慢慢有了好转，如今已经
能生活自理。

在生活中，陈淑琴扮演着好儿媳的角色让人看得见。
在工作上，她也是人人敬重的好老师。“工作这么多年，我
的原则就是要做个好老师，做学生们的‘知心大姐’。遇
到有困难的学生，我绝不袖手旁观。”作为班主任的陈淑
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她所教的班级中，每年
总有那么一两个家庭困难或留守学生，她对这样的学生，
总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
上的一个个困难。遇到学生思想上有想不开的问题，她
又担任学生的心理辅导老师开导他们，直到学生放下思
想负担，安心上学。

陈淑琴不仅是乡村小学的班主任，还承担着所带班
级全科的教学工作，工作压力大，但她从未松懈。通常
学生都放学很久了，她经常还离不开教室；课下和学生
谈心，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潜移默化地帮助他们、影响
他们；给单亲家庭的学生做晚饭，经常为这些学生进行
心理辅导，陪学生们谈心，帮他们解决学习与生活中遇
到的难题。

陈淑琴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她早年教
过的学生有的已经为人父母，却依然和她保持着联系；有
的还经常写有她感人事迹的微信推文，对她表示感激。

“教书 30 多年，很自豪带了这么多学生，我这辈子值了！”
陈淑琴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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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立春，但空气中依
然裹挟着阵阵寒意，趁着中午阳
光明媚，杨妮用轮椅推着婆婆在
路边散步，坐在轮椅上的婆婆脸
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 31岁的杨妮，是洛南县
古城镇中联村一位勤劳质朴的
农村妇女。2011 年，20 岁的杨
妮嫁给了中联村的田浩浩。婚
后的 10 多年，杨妮先后照顾过 4
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如今奶
奶、公公、母亲已相继去世，只剩
婆婆一人需要照顾，但这 10 多
年，杨妮的艰辛可想而知。在中
联 村 ，村 民 们 都 说 田 家 是 不 幸
的 ，因 为 他 们 家 饱 尝 了 太 多 辛
酸，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有
杨妮这样的好媳妇，硬生生地把
苦日子过成了好日子。

在杨妮的生活中，一直都在
为他人着想。每当邻里需要帮
忙时，她总是第一个冲上去。这
几 天 ，邻 居 家 正 在 准 备 香 菇 装
袋，杨妮知道后，一大早就去邻
居家帮忙。“家里先前有困难，村
里人帮了我们家很多忙，现在他
们需要帮忙时，我咋能在边上看
着呢？”杨妮笑着说。2021 年，邻
居王亚国准备盖新房，因为找不
到给工人做饭的人，急得他抓耳
挠腮。无意中听到消息的杨妮，

二话不说，来到王亚国家拿起菜板就给工人做起了饭。
杨妮勤俭持家，从不铺张浪费。家里的家具都是结婚时

购置的，走进杨妮家，你会看到各种物件摆放整齐，家中的环
境也整洁舒适。2021 年 8 月，断断续续下了一个月雨的中联
村，农田全部被雨水浸泡，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杨
妮卷起裤管，二话不说就走进雨水齐膝的田里，艰难地收着玉
米，腿被深陷泥潭的树枝划伤她都没有发觉。等把玉米搬回
家后，鲜血已经染红了鞋子。简单处理伤口后，她趁着夜色，
在昏暗的灯光下，仔仔细细地继续整理收获的玉米。

为了补贴家用，杨妮只要有空都会跑去镇上找一些零
活。2021 年 7 月，杨妮在镇上找到一个加工电子线圈的活
计，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她把零件拿回家加工，头天下来，竟然
挣了 70 多元。从那之后，她开始发动乡亲们，一起利用空余
时间加工电子线圈。那段时间，杨妮白天照顾家里的老小及
做好农活，晚上在微信群统计邻居加工电子线圈的进度，时刻
提醒乡亲们要注意产品质量。虽然生活苦点累点，但杨妮的
心是甜的，一份收入让生活又多了一份保障，更何况还能带动
大家一起增加收入。在杨妮勤劳的双手创造下，杨妮家的日
子越来越好，在她坚强乐观友善精神的感召下，中联村村民的
邻里关系也更加融洽和谐。

如果爱只停留在一家人之间，那么这种爱是小爱，如果把
这份爱再延伸到亲朋邻里的身上，那就是一种大爱。“杨妮是
贤妻、是孝媳、是良母，因为村里有了杨妮这样的人，孝亲敬
老、邻里互助、勤劳拼搏的精神才得以落地生根，村里也有了
越来越多像杨妮这样的人。”中联村党支部副书记何文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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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当记者走进洛南县灵口镇上寺店村梁爱群的家中时，梁爱群正在给丈夫喂饭。多年来，梁爱群既要照顾
因脑出血失去自理能力的丈夫，又要照顾年事已高的婆婆，她将孝亲敬老的优良品质播撒在洛河之畔。 （王江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