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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出租
丽景门附近九龙

鼎以北 100米，临街楼
房 1700m2 整体出租，
适合经营快捷酒店！
电话：15737958238

转让或合作
白马寺附近有农业

生态园 1000 亩地优惠
转让（合作），水电齐全，
交通便利。联系人：杨先
生，电话：18937947538

广告热线：65139977 65139988 15896655956

□记者 智慧/文 张怡熙/图

“这些都是我的分内事，没啥好说
的……”昨日，在孟津县白鹤镇沟口村，
面对《洛阳晚报》记者的采访，77岁的张
素荣老人谦和地笑了。都说“长嫂如
母”，张素荣就是这样一位好嫂子。从
1961年至今，她对身有残疾的小叔子
悉心照料，不仅在乡邻中传为美谈，也
让孝老爱亲成为好家风。

嫁入郭家后，主动担起照顾
小叔子的责任

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给张素荣家
的小院披上一层金黄。65岁的郭书潭
眯着眼睛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张素荣蹒
跚着走过来，递给他一个苹果叮嘱道：

“多吃点水果。”说话间，还用手轻轻拍
了拍他的头。

56年来，郭书潭的衣食住行处处由
嫂子张素荣“管着”，他说，这是他的福气。

然而，张素荣刚刚来到郭家时，郭
书潭可不是这么想的。

1961年，按照襁褓中定下的娃娃
亲，张素荣嫁入郭家，成了这家的长媳、
郭书潭的大嫂。当时的郭书潭只有9
岁，因为接连遭受三次不幸，他脊椎变
形、右臂缺失、走路一瘸一拐的，因为怕
被嫌弃，自卑的他处处躲着嫂子，不和
她打照面。

没想到，张素荣主动找到他，还承担
起照顾他衣食起居的责任。“如果没有俺
嫂子，我都不知道能活成啥样呢！”郭书
潭回忆，在那个人人勒紧裤腰带的年月，
考虑到他还在长身体，张素荣每顿都为
他多留一些吃食；冬天的棉衣、棉靴，总
是尽可能给他做得既好看、又暖和。

中学毕业的张素荣，是当时村里为
数不多的读书人，1966年，她成了沟口
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俺这兄弟虽然
身体残疾，可脑子好好的，得上学读
书！”上班不久，张素荣说服公公、婆婆，

带着郭书潭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从此，郭书潭成了嫂子的“小尾

巴”，而且有嫂子做后盾，他在学校也渐
渐有了自信。在张素荣的帮助下，郭书
潭一直读到八年级，认识了不少汉字，
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

公婆相继去世，她把小叔子
当自己孩子看待

结婚5年后，张素荣有了自己的大
女儿，此后5年内，她的二女儿、儿子相
继出生。看着家里的几个小娃娃，郭书
潭既为哥哥、嫂子高兴，又为自己担心：

“嫂子要带孩子，还顾得上我吗？”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有了孩子的

张素荣确实更加繁忙了，但她并没有减
少对小叔子的关心。郭书潭15岁那
年，村子里掀起一股练习书法的热潮，
他也心痒痒，想加入其中，可又不好意
思向家里张口。

张素荣看在眼里，趁着出门办事，给
他带回笔墨纸砚，圆了他的书法梦，并鼓
励他好好练习。让张素荣自豪的是，苦
练几年后，郭书潭竟用左手练出一番成
绩，还加入了孟津县书法家协会。

1970年、1982年，张素荣的婆婆、

公公相继去世了。知道他们放心不下
郭书潭，在二老的病榻前，张素荣郑重
承诺：“我也不说大话，你们放心，以后
我去哪儿把他带到哪儿，只当我有个这
样的孩子。”

张素荣说到做到，这么多年来，无论
家里生活条件如何，郭书潭的日子基本不
受影响：天气好了出门转转，天气不好就
在家练字。

“嫂子的支持，让我有了追求的目标，
也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郭书潭说，今年
5月，张素荣77岁生日当天，他特意写了
个大大的“寿”字，祝福嫂子健康长寿。

乡邻们称赞，她这样的嫂子
“世间少有”

如今的张素荣、郭书潭都已是满头
银发的老人，有时候，他们会坐在小院
的石榴树下，说起以前的日子。不
同的是，郭书潭的回忆简单而又满
足，而张素荣的回忆，则伴随着琐碎
和艰难。

“那几年是真难，她要拉扯仨孩
子，还得照顾行动不便的兄弟。”张素
荣的老伴儿郭书元说，每天凌晨三四
点，张素荣就起床了，蒸馍、做饭、打

扫，伺候大的、小的起床吃完饭，再去学
校上课，“一天恨不得能掰成两天用”。

在乡邻们看来，张素荣这样的嫂子
“世间少有”。他们说：“黑孬（郭书潭的
小名）的肩膀头长这么大，没搁过一根
抬水棍，没扛过一把铁锨。”“苦都叫张
老师吃了，黑孬和孩子们有福呀！”“这
个家拖累大，张老师既是嫂子又是娘，
她可不容易。”

小辈以她为榜样，孝老爱亲
成家风

20多年前，张素荣患上了心脏病，
路走多了就喘，好多活儿不能干了。可
她还是闲不住，偷偷纳鞋底、剪布头儿，
给老伴儿、小叔子做了能穿七八年的千
层底布鞋。

“孩子们看我这样，都知道我担心
啥，他们说，你放心，俺们会像你一样对俺
大（方言‘叔叔’的意思）好。”张素荣说，现
在，她去哪儿都不担心了，“前几天残联安
排他去体检，就是儿子陪着他去的，有时
候我去闺女家住几天，儿媳妇把郭书潭
照顾得比我在还好嘞！”

“孙子、孙女小时候问我，二爷这样，
你为啥不嫌弃他？我就告诉他们，因为咱
们是一家人，这是我应该做的。”让张素荣
欣慰的是，除了儿子、儿媳、闺女、女婿，孙
子、孙女从小就跟郭书潭亲得很，“有啥好
吃的，都记得给他二爷带回来尝尝！”

采访结束后，张素荣的儿媳杜全茹
给郭书潭端来一杯热茶，她说：“嫁到郭家
20多年了，俺妈就是我们的榜样，盼着
孝老爱亲的风气在郭家代代传下去。”

长嫂如母，她悉心照料残疾小叔子56年
孟津县白鹤镇77岁张素荣的故事，在乡邻中传为美谈，也让孝老爱亲的好家风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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