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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洪驰 文/图

“为了孩子们， 这些年我总算坚
持下来了，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 你
看今天的生活多好啊！ 还得感谢党的
政策好啊！ ”沈丘县洪山镇王油坊行
政村大张庄自然村村民张友轩，为了
妻子临终前的一句诺言坚守了一生，
他用人间大爱诠释了爱的真谛。

走进张友轩的家中，只见青砖铺
就的地面非常干净，院内的菜园里种
植的蔬菜生机盎然，室内摆放着电视
机、电冰箱，堂屋正中间非常显眼的
位置悬挂着“感党恩”挂画。 “我这一
辈子都感不完党的恩情。 ”张友轩说。

张友轩今年 71 岁，为人和善。 张
友轩也曾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 妻子
贤惠能干，在过去那艰苦的年代里，她
和丈夫一起早出晚归， 用辛勤的劳动
换来一家的幸福。 然而在随后的日子
里，厄运接踵而至，让这个本就不富裕
的家庭雪上加霜。

1974 年 ， 张友轩的妻子不幸因
心脏病去世，临终前 ，她看着孩子的
眼神烙在了张友轩的心里。 “那是妻
子对孩子们的眷恋 ， 是对家庭的眷
恋，是在对我说 ，你一定要照看好孩
子们。 当时我就在心里说 ，老婆 ，你
安心走吧，孩子们我一定照顾好 。 ”
说到这，张友轩眼圈发红 ，他强忍泪
水，话语开始哽咽。 那年，张友轩 26
岁，他的大儿子张春华刚满五岁 ，小
儿子张春旺还不到一岁。 自从妻子

去世后 ，张友轩就既当爹 、又当妈 ，
承担起照看两个年幼孩子的重任。

在那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里，
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是何等

的艰难 。 早上 ，鸡不叫就起床 ，为孩
子们做好饭 ，清洗晾晒尿布 ；白天 ，
要下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 因为孩
子太小 ，他就把两个孩子锁在屋里 ，
干活间隙匆忙赶回家里为孩子换尿

布 、喂饭 ；晚上 ，还要哄着两个孩子
入睡。 没有衣服，他就用自己的破衣
服修修补补为孩子们做衣服 ，“没办
法，那时间买不来小孩的衣服 ，就是
有，也没有钱呀。 ”张友轩说道 ，“我
想着把两个小孩照顾大 ， 就算尽到
责任了 ，吃再多的苦 ，受再多的累也
无所谓 。 心里苦时 ， 就在夜里自己
哭，白天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

在这期间，有好心的村民看到张
友轩生活艰难，就撮合着为她介绍了
几次对象 ，但是 ，看着两个年幼的孩

子，张友轩谢绝了村民们的好意。 “再
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 怕孩子们受罪
呀。 ”张友轩说。 时至今日，张友始终
未娶。

眼看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就在张
友轩疲惫的心态稍微放松时， 厄运再
次降临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 大儿子
张春华 17 岁那年， 不幸患上了抑郁
症。张友轩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无奈
四处借钱，为孩子治疗。受当时医疗条
件的限制，大儿子的病情没有好转，并
且渐渐成了智障。 他没有放弃对儿子
的治疗，一边抚养小儿子上学，一边四
处为大儿子寻医问药。 通过几年的努
力，大儿子病情出现了好转。

在亲朋好友的撮合下，大儿子也
有了自己的家庭。 随着 3 个小孩的降

生 ， 让这个贫困的家庭有了欢声笑
语。 然而，命运再次捉弄张友轩。 就在
他的三个孙女孙子就读中学和小学

时 ， 他的大儿媳妇突发疾病撒手人
寰。 “老天咋对我恁不公啊！ ”张友轩
眼里噙着泪水说道 。 由于媳妇的去
世 ，他的大儿子精神遭到打击 ，病情
再次复发。 “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
大儿子和孙女孙子咋办呀！ ”此时的
张友轩已经泣不成声。

此时 ，小儿子也初中毕业 ，家中
又出现生机。 18 岁那年，张友轩把小
儿子送进了部队，并叮嘱儿子：“在部
队要好好干。 ”听话的小儿子牢牢记
住父亲的教诲，在部队苦活累活抢着
干，多次受到部队表彰。 张友轩的心
里也得到了丝丝安慰。

送别儿媳妇，张友轩再次走上了
为儿子求医问药的道路，并且承担起
照看孙女孙子的重任。 “我要把孙女
孙子抚养成人。 ”在张友轩的谆谆教
诲下， 他的一双孙女孙子勤奋苦读，
双双考入心仪的大学，并且他的二孙
女于 2020 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读研。

就在张友轩看着孙女孙子考进大

学时，厄运又一次光顾这个多灾多难的
家庭。 2017年，已经退伍的二儿子突发
脑溢血，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他的女儿
还在小学读书，张友轩不得不再次承担
起家庭的重担，尽可能为二儿媳分担家
务，努力维护二儿子的家庭完整。

“现在我家享受到了多种救助，逢
年过节政府还给我家送米送肉， 现在
再难也比那时强百倍。 ”张友轩不愿再
回忆以前的过往， 他用自己的乐观豁
达面对着生活的风吹雨打， 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默默地传递着爱心。 ②2

张友轩：为了一个眼神坚守一生

□记者 金月全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这是人们
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在扶沟县江村镇
姚皂村有这样一位老人 ， 他不离不
弃，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 20 多年，左
邻右舍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称他是
街坊邻居心中的好丈夫。

杨培山 ，1940 年出生于江村镇
姚皂村一个普通家庭 ，他生性善良 ，
有一腔报国之志 ， 年轻时响应祖国
号召入伍，在部队接受锤炼和培养 ，
三次荣获个人三等功。 退伍后，继续
踊跃投身家乡建设。 他无论做什么，
妻子李明针总默默支持着他 ， 他们
夫妻和睦、互敬互爱 ，共育有一子五
女。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20 多年前的一天，杨培山和李明针正
在地里干农活 ， 妻子突然头晕得厉
害，杨培山连忙把她送进医院 ，被诊

断为脑出血。 由于出血量大，加上当
时的医疗条件有限 ，经过抢救 ，李明
针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瘫痪在床。 此
后，杨培山开始专心照看妻子 ，孩子
们想搭把手，他却拦着，说 ：“你们都
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把各自家庭顾
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 照顾明
针是我的责任，是我应该做也必须做
好的事。 ”

铁血男儿也能柔情似水。 为了更
好地照顾妻子， 当时年过六十的杨培
山学做饭、学护理，学习一切有助于妻
子康复的知识。 当别人进入梦乡的时
候，杨培山还在忙着收拾家务。 当别人
起床时，他早已准备好了饭菜，先给妻
子喂饭，自己再吃。 为了防止妻子长期
卧床皮肤溃烂， 杨培山每隔 2 个小时
就为妻子翻一下身、换一次尿不湿，每
天都给她换洗衣服， 让她时刻保持干
净舒爽。

在照顾好妻子身体的同时，他时

常关注妻子的心理状况，总是想方设
法让妻子心情愉悦。 感觉妻子在床上
躺累了， 他就把妻子抱到轮椅上，推
着她在院子里转转，赏赏花。 赶到天
气晴好， 他会把妻子抱上三轮车，拉
着她出去走一走， 有时候去集市上，
给妻子买一些好吃的 ； 有时去田野
里，让她看看地里的庄稼 ，看看田野
的美丽风景，散散心。 妻子患病前，杨
培山睡得很沉，而如今只要妻子发出
一点点声响他就立马爬起来看看。 在
他的精心照顾下， 瘫痪卧床的这 20
多年里， 妻子没有生过一次褥疮，也
很少生其他疾病。

妻子瘫痪后，杨培山再没出过远
门，也极少离开妻子超过 3 小时。 只
有一次，杨培山因病住进医院 ，只能
让子女暂时在家照顾妻子。 虽然孩子
们很孝顺 ， 但他心里仍然放不下妻
子，担心她在家吃不好、睡不好。 为此
他只住院一周，就不顾医生和家人的

劝告，拿了一些药匆匆出院。 杨培山
坚守着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的誓
言，对妻子始终不离不弃 ，照顾得无
微不至，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伉
俪情深，用责任诠释了一个男人的胸
怀和担当。

近年来， 杨培山先后获得江村镇
“好丈夫 ”、扶沟县 “好丈夫 ”、周口市
“好丈夫”和河南省“好丈夫”等称号，
他的感人事迹被多家媒体相继报道，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转发和点赞。

作为一名丈夫，杨培山坚守着内
心的道德标杆，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
妻子，在四邻八乡传为佳话 ，他用自
己的良心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德”字，
给后辈和社会作出了表率，形成了以
小家带大家的示范作用。

现在，在杨培山的言传身教和行
为感召下，当地也逐渐形成了家庭和
睦、尊老爱幼 、向上向美的良好社会
风气。 ②15

杨培山：20 年不离不弃照顾瘫痪妻子

张友轩向记者展示冰箱里的肉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