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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社区
社区有事 言 一 声

帮老太太刷牙、洗脸，陪她聊天、散步……照顾瘫痪婆婆4年多，60岁的孙喜玲
受到不少人夸赞。且看这个东北女人如何说——

婆婆也是妈，良好的家风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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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声阵阵清风凉，音符跳
动人欢畅。刚刚过去的端午
小长假，在孟津县会盟镇光瑞
美好乡村举办的2014孟津麦
浪音乐节火爆异常。几百辆
私家车、几家旅行社带来上千
名游客，往日宁静的乡村一下
子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这里是休闲度假的世外桃源！

笔者随着人流徜徉在光
瑞美好乡村，手中的相机拍到
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一段依红偎翠的木板小

径，将我们从钢筋水泥丛林引
领到一幢精致的小木屋前，红
瓦覆顶，四周花木扶疏，几株
爬山虎在阳光里努力向上
攀。小木屋里厨房、卧室、卫
生间，电视、空调、冰箱，茶几、
沙发、橱柜，一应俱全。推开
欧式窗户，月季、迎春、玫瑰，
绿黄瓜、紫茄子、红辣椒，鸟鸣
鸡啼，好一派田园风光。

踩着木径漫步前行：左
边，豆角抽丝爬蔓；右边青菜
舒茎展叶，还有一畦畦番茄、
萝卜、白菜……长势喜人。

远处传来一片喧闹：鸭嘎

嘎、鸡喔喔、猪哼哼……走近
看，栏舍里禽畜惬意地或踱或
卧。

“驾，驾，驾！”一名小男孩
骑在小马驹上，不管他怎么抖
动缰绳，小马驹还是在主人的
控制下不紧不慢地走着，欢乐
的孩子、温顺的小马驹、金色
麦田，我们童年的记忆再次被
唤醒。

这里是农耕文化体验的乐园！

游客在此学习体验农耕
文化，既让大家深刻体会“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
含意，又领略“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
在这里我们可以传承祖先的
文化遗产，吸取圣人的劳动智
慧，教育孩子珍惜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

光瑞美好乡村的建设巧
妙地保持了原生态的环境，与
自然和谐统一。按“记忆中的
田野、曾经的家园、远古的回
声”的规划建设，引领游客走
进田园，回归自然，感悟人生。

园区内分为：农耕工具展
示区、农耕生活区、农耕乐园
区、乡土童趣区、户外拓展区、
田园风光区等6大区域，在这
里游客可以下地劳作，饲养家
畜；全家和动物亲密接触：牵
羊赶猪、赶鸭撵鸡、看老母鸡
孵蛋。

远离城市的喧嚣，拥抱自
然的宁静，请到美好乡村来
吧！徜徉在农耕园的山水间，
体验浪漫的“乡村偶遇”，回味
休闲度假的轻松惬意。

这里是音乐的世界！

当夜幕渐渐降临，演出的
草坪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
观众，许多小朋友跑到了舞台
的周围，席地而坐。随着音乐
响起，小朋友们或拿出手机拍
照留念，或随着音乐一起摇摆
起来。

各种类型的音乐和音乐
表演形式纷纷登场，现代流
行、重金属摇滚、提琴四重奏
鸣曲、西部牛仔萨克斯，激扬、
婉转、悠扬，音乐起伏跌宕，让

人听得如痴如醉，由洛阳本土
乐队带来的一支爵士舞曲更
是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片掌
声。

伴着阵阵锣鼓声，西游四
人组粉墨登场。穿着传统服
饰、盘着高高头发、抹着粉红
胭脂迤逦而来，细心的观众惊
奇发现他们都是坐“船”来
的。“船”在观众面前飘来飘
去，逗得小朋友们欢笑声不
断，这就是在中国北方农村广
为流传的“旱地行船”表演。

夜色越来越深，现场的欢
乐气氛也越来越浓，随着一支
印度舞曲响起，广场上的观众
情绪更加高涨。由于靠近舞
台的观众人数太多，一名小男
孩骑到了爸爸的脖子上，望着
舞台上的舞者，他自己也手舞
足蹈……

在这个周末，2014孟津
麦浪音乐节将迎来摇滚之夜。

欢迎您来到位于孟津会
盟镇北、龙马负图寺东100米
处的光瑞美好乡村尽情狂欢。

联系人：朱开睿
电话：18537904188

音乐主导，北线休闲游热闹非凡

这个周末，摇滚之夜狂high继续

孟津传统节目“旱地行船”演出中

□记者 王若馨 社区特约记者 季青
文/图

“要不是有个好儿媳妇，我早就不
在了，哪儿还能坐这儿看节目？”电视里
正播放着唐手英最喜欢看的评剧，这位
背靠在护理床上的84岁老人夸起60岁
的儿媳妇孙喜玲，眼中满是泪光。

照顾瘫痪婆婆4年多，她感
觉“又多了一个家”

5日上午，我们在涧西区徐家营办
事处丰润路社区唐手英的家中，见到了
婆媳俩。

“我妈就像一个圆心，我每天都在
她周边的圆圈里活动。”刚骑车买菜回
来的孙喜玲进门后停好自行车，甩了把
汗笑着说。她所说的这个“圆圈”主要
包含三个点：家、菜市场、学校，这涵盖
了她一天中最重要的三件事：照顾婆
婆、买菜做饭和接外孙女放学回家。

孙喜玲是哈尔滨人，正宗的东北
“老妹儿”，东北人的豪爽在她身上展现
得淋漓尽致。她说，婆婆自从2009年
第四次摔断同一条腿后就再也不能下
地走路了，完全瘫痪在床上，生活不能
自理，“刷牙、洗脸、解手都在床上”。为
了照顾婆婆，孙喜玲从自己家搬到洛阳
婆婆家，在婆婆的床边支了张小床，一

住就是4年多。
孙喜玲说，她刚住到这儿时有些不

习惯，每天婆婆要起夜好几次，有时候
还闹人，让她整晚想睡个好觉都挺难，
可慢慢地老人越来越乐意接受她的照
顾，她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节奏，
感觉“又多了一个家”，“照顾我妈已经
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推着婆婆出门散步，儿媳妇
是婆婆的骄傲

在孙喜玲的生活中，婆婆是绝对的

“主角”。孙喜玲说，每天6时30分闹铃
一响，她一天的忙碌就开始了：帮婆婆
刷牙、洗脸，伺候她大小便，然后准备早
餐、出门买菜，中午接外孙女放学回家，
下午接着陪婆婆聊天、看电视。

唐手英喜欢看评剧和《动物世
界》，孙喜玲就天天陪着她看。“光陪着
看不行，电视里大象、猴子出来的时
候，你还得和人家交流，是吧？妈！”说
着，她笑着碰了一下婆婆的胳膊。唐
手英也呵呵地笑着：“我这儿媳妇，比亲
闺女都好！”

一天中唐手英最喜欢的事，就是饭
后让儿媳妇推着自己出门散步，路上遇
到老街坊，不少人会说：“老太太你真有
福，儿媳妇对你这么好！”孙喜玲转头小
声告诉我们，婆婆最享受这种时刻，她
希望别人都知道自己在这个家中备受
尊重和疼爱。

当问到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孙
喜玲能够如此尽心地照顾婆婆时，她想
都没想就甩出一口东北腔：“没啥！都
是应该的，婆婆也是妈！”

孝敬老人靠言传身教，“良好
的家风是家庭的财富”

孙喜玲的身份除了是儿媳妇，还是
母亲，是外婆。

她告诉我们，自己孝敬婆婆也是一
种言传身教：“我女儿今年36岁了，很
孝顺她奶奶，对我们也好。”

如今，无论是在自己的小家庭还是
在兄弟姐妹的大家庭中，和睦、谦让、尊
老爱幼都积淀为根基牢固的家风。“良
好的家风是家庭的财富。”孙喜玲由衷
地说。

说到以后，孙喜玲表示自己会一直
照顾婆婆，盼她长命百岁，为她养老送
终。对孙喜玲来说，没有什么比听到老
人一句“我儿媳妇对我真好”更让她觉
得安慰和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