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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诚招市县区代理商
涧西店:延安路与珠江路交叉口西50米64153996
西工店:唐宫路与影院街交叉口东50米69861116

想除疤 找优玛
烧烫伤疤痕
青春痘疤痕

手术疤痕
外伤疤痕

免专家配修复方案
免全程护理治疗费

免全部仪器治疗费
免修复护理3次看效果

洛阳优玛疤痕修复中心
美丽时尚 栏目主持：林丹 栏目热线：63330377 13949277492

□首席记者 陈兵 特约记者 马少龙
通讯员 谢文灵 实习生 赵利鹏 文/图

36岁的张艳艳是孟津县公安局送
庄镇派出所指导员张超刚的妻子。公
婆和父母身体不好，她独自尽力照顾
四位老人；丈夫工作忙碌，她尽心抚养
女儿。她是丈夫的“贤内助”、婆婆的
好儿媳、女儿的好妈妈。

丈夫：妻子的支持成就了我

18日，与洛阳晚报记者聊起自己
做警嫂13年的感受时，张艳艳说：“作
为警嫂，我无怨无悔。”

张艳艳找对象的时候，有人对她
说：“好女不嫁警察郎，一年四季守空
房。”但张艳艳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
当时还是孟津县公安局一名普通民警
的张超刚。

2007年初，张超刚主动申请从孟
津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到最艰苦的基层
派出所工作。张艳艳也报名到城关镇
的偏远农村小学支教。夫妻俩从此聚
少离多。

张超刚工作忙，无暇顾及家庭。张
艳艳独自承担起侍奉4位身体多病老人
的生活和抚养女儿成长的重担。

在她的支持和鼓励下，张超刚先
后获得市首届“十佳警务室民警”、市

“十佳沈战东式的好民警”等荣誉称号，
连续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张超刚说：

“家庭是生命力的源泉，是妻子的支持

和鼓励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

女儿：我妈顶起全家这片天

张超刚常年在外，作为父亲，没有
时间和孩子交流，教育孩子只能靠张
艳艳。张超刚为此觉得愧对妻子。但
张艳艳常对丈夫说：“我是警嫂，也是教
师，带好孩子，为你分忧，看到你们父女
俩都进步，我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

张艳艳的言传身教也使11岁的女
儿张雯钰比别的孩子懂事更早：“人人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妈顶起了全
家这片天！”

张雯钰这样在作文中写道：“我的
生日是大年初二，因为爸爸要在派出
所里值班，已经五年没在家过春节。
妈妈曾经昏倒在家门口。在医院，我
想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夺下电话告
诉我不要打搅爸爸，影响工作。下次爸
爸回家，我一定要和爸说几句心里话，
我会趴在他的耳边悄悄说：‘爸爸，完成
任务，早点回家！’”。

公婆：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也难找

夫妻俩的父母均已是古稀老人，
身体常有病，照顾四位老人的重担只
能压在张艳艳一个人身上。

2012年12月，张艳艳的公公患上
肾结石。既要上班、忙家务、带孩子，还
要到医院照顾病人，就算在这种情况
下，张艳艳也没让丈夫请一天假，而是
四方寻医问药，带公公检查、做手术。

结婚以来，她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
了13年，大事小事她都抢着干，老人逢
人就夸她“体贴、孝顺，这样的儿媳打着
灯笼也难找”。

一边是对高考成绩的自信，一边是十几年缺失母爱的愁苦。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郭金鹏最想告诉母亲——

“妈妈，我考得很好，想和你分享喜悦”

作为一名警嫂，她是丈夫的“贤内助”——

张艳艳，一人顶起全家的天

“十佳警嫂”候选人
风采展

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公安局主办

□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王开拓/文
张斌/图

虽然高考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
期，家住新安县五头镇大洼村西头组
的郭金鹏却仍旧像考前一样卡着时间
做卷子。他说，只有在做题的时候，他
才觉得自己是快乐和充实的，才不会
想到从小缺失母爱的愁苦。

保守估分620，郭金鹏却对未来
要学的专业举棋不定，在人生的十字
路口，他最想告诉妈妈：“妈妈，我考得
很好，想和你分享喜悦。”

高考过后，他依旧每天做几
套数学卷子

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在新安县
五头镇大洼村西头组见到了郭金鹏和他
的父亲郭俊利。金鹏很瘦，有些撑不起
身上的L码衬衣，郭俊利告诉我们，儿子
只有114斤，“都是学习学成这样的”。

在郭金鹏房间的书桌上，堆放着
一摞厚厚的数学试卷，看到我们拿起
卷子看，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闲
着在家里没事儿干，做做题。”郭家父
子都看出了我们的惊讶。“做卷子的时
候，我觉得很高兴，很有成就感。”郭金
鹏的声音几乎小到听不见。

郭俊利在一旁有些着急，他告诉
我们：“娃子自小喜欢数学，成绩也好，
每次做完卷子去对答案，几乎一模一
样，那个时候是他最开心的时候。”说
着，郭俊利走进屋里，拿出一沓奖状：
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河南省一等
奖、市级优秀学生班干部、全国高中数
学联赛河南预赛一等奖……数着这些
证书的时候，在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
度的中年男人脸上满是喜悦和自豪，
但当一张女人的照片从这些奖状中掉
出来时，他的脸倏然僵住……

他想告诉母亲，自己考得很
好，想和她分享喜悦

提起“母亲”这个词儿，原本话

就不多的郭金鹏变得更加沉默。问
起对母亲的记忆，他皱皱眉又摇摇
头：“短发，个字不高，瘦。”寥寥几
个词，概括了郭金鹏对母亲的全部
印象。

郭俊利告诉我们，郭金鹏的母亲
在他7岁的时候就走了，“嫌家里穷，
嫌我没本事”，这十几年间都杳无音
信，没回来看过一次，郭俊利看了一眼
坐在身旁正埋头搓衣角的郭金鹏，沉
重地叹了口气：“我对不住娃子，让他
从小就没了妈。”

听到父亲的道歉，郭金鹏懂事地
拍拍父亲的手说：“没啥，我又不想
她。”这话让郭俊利一下红了眼眶，他
扭头抹了把泪，小声告诉我们，“娃子
其实可想妈”，就在昨天中午吃饭的时
候，他还说要是他妈“知道他考得很
好，就要上大学了该多好”。

末了，郭俊利悄悄拉住我们说，希
望“报纸帮帮忙，让娃子妈知道娃子可
有出息，就要上大学了”。

迷茫的他不知该选择什么
专业，希望得到专业老师的指点

高考后，郭金鹏花了整整一天的
时间来估分，“保守估620分吧”。郭
金鹏告诉我们，他想上上海交通大学，
虽然对估的分很自信，但对于选择什
么样的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别人家都
是一家商量着报，我没人商量，我爸也
不懂”。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个19
岁孩子的内心深处，对于母亲角色的
缺席，还是怀有一点的怨和很多的
念。问到对于这个假期的计划，他说，
希望能找一份做家教的工作，赚些钱，
给家里减轻些负担。

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您是高中
或大学老师，能够为金鹏提供选择专
业的意见指导；如果您感动于他的别
样青春，并愿意为他提供一份暑期家
教的工作，请您拨打本报热线
66778866联系我们，晚报和郭家父
子一起期待您的出现。

除了想跟妈妈“隔空喊话”，金鹏也想通过本报寻找选报大学专业的指导意见

没事的时候，郭金鹏会和爸爸聊聊天

张超刚常年在
外，没有时间教育孩
子，本就是一名教师
的张艳艳担起了教
育孩子的全部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