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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

“孝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的文化基

因，是重阳节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今天，让我们走进几个典型家庭，去看看他们尽孝心、传孝道的故事。

□洛报融媒记者 赵硕 通讯员 孙百璐 文/图

“爸，妈，我回来了。”9日中午，市民张雁下班回

到家中，进门先给公婆打了个招呼。听到儿媳的声

音，正在厨房里忙活的公公李富才满脸的幸福。

20多年来，在李家，每天都有这样寻常又温馨

的场景。“我每天都愿意回家，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张雁说。

在涧西区重一社区，李富才老人的家庭让人羡

慕，因为儿子、女儿、儿媳妇都非常孝顺，他们的晚年

生活过得十分舒坦。

张雁认为，所谓孝顺，既要“孝”，还要“顺”，也就

是说，做人不仅要有一颗孝心，还要尽量顺着老人的

心意。

“我一直觉得，结婚后，我就多了一对可亲可

敬的父母，一家人过生活，和睦是最大的幸福。”张

雁说。

张雁和丈夫是双职工，孩子出生后，一直由爷爷

奶奶照看，这为他们两口子解除了后顾之忧。

老人溺爱孙辈，是中国家庭自古以来面临的教

育难题。在张雁心中，这并不难理解。她认为，老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慈爱和柔软许多，再加上在

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孩子被视为一个家庭的希望，是

命脉的延续，所以自然会对其多加宠爱。

“我尊敬、孝顺公婆，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做法也

有一定关系。”张雁说，每当她和丈夫教育孩子时，公

婆通常会主动“离场”，这样既树立了家长的权威，又

不会因为“隔辈亲”给他们造成压力。

老两口儿的开明，张雁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丈

夫到外地工作后，她更加尽心陪伴公婆。虽然她与

公婆并不同住，但她每天都会去与老人见面，节假日

还会陪老人一起吃团圆饭。

至于“顺”，张雁觉得，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平和的

沟通方式。前两年，李富才一度对“保健品”着迷。

张雁和其他子女没有责怪老人，而是“顺”着他，心平

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还搜集了不少新闻报道、视

频给老人看。最后，老人明白了其中的套路，不再购

买所谓的“保健品”。

李富才说，他们已经退休多年，身体也不错，不

缺吃不缺喝，最大的幸福就是有懂事的孩子们陪着。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觉得也是最大的

‘孝顺’。”张雁说。

“结婚后，我就多了一对可亲可敬的父母”

“父母在，就有家”

□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文/图

“妈，药吃完了及时说，我再给您买。”10

日上午，在涧西区西苑路7号院的宋秀莲家

里，儿媳李秀红边拖地边关切地询问婆婆的

需求。

宋秀莲今年86岁，前些年因脑梗死留下

后遗症，加上患有帕金森病，行动不便。她是

一个要强的人，虽然老伴儿已去世，但只要还

能自理，就不会麻烦别人。这两年，她腿疼

得实在不能走路了，全靠儿媳李秀红照顾。

“你看我家，一尘不染，这是儿媳的功劳。”

宋秀莲说，儿媳将家里的活全包了，给她洗衣、

做饭、洗澡、剪指甲，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

宋秀莲所住的小区对面是牡丹广场，李

秀红每天上午用轮椅推着她出门，到广场上

转一个多小时，然后回来做饭。“今天中午烙

韭菜鸡蛋饼，婆婆喜欢吃。”李秀红说。

如此孝顺婆婆，李秀红坦言，她是在报

恩。20多年前，李秀红的爱人因病去世，撇

下她和儿子相依为命。当时，孩子还不到

10岁，如果由她一个女人独自拉扯，难度可

想而知。婆婆和公公尽心尽力，帮忙接送孩

子上下学，还与孩子的外婆一起承担起孩子

的生活费、学费等开销。“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婆婆帮助了我。婆婆的恩情，我要记一

辈子。照顾婆婆既是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

她老人家的回报。”李秀红说。

在李秀红眼里，婆婆虽然不会说一些好

听话，但都付诸在实际行动中。婆婆家里有

暖气，因阳台没有封，寒气还是能钻进屋

里。去年冬天，婆婆看她穿得单薄，事先没

有声张，让她陪着去商场转了一圈，给她买

了一件棉马甲。平时，衣服、鞋子等吃穿用

度，婆婆没少给她支持。

李秀红说，婆婆大度大方、非常实在，从

不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几十

年来，婆媳俩相处得融洽和谐，从没红过脸。

宋秀莲说，她没有闺女，把儿媳当成亲闺

女看待，儿媳也把她当亲妈来赡养。“我现在

老了，走不动了，很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

多亏了儿媳成了我的‘腿’。”宋秀莲说。

“婆婆的恩情，我要记一辈子”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石智卫

老城区居民耿红霞几十年如一日，用孝

心精心呵护卧病在床父母的故事，成为邻里

间的美谈。近日，记者采访耿红霞时，她说：

“能够陪伴在父母身边，反哺父母养育恩，是

我的幸福。”

耿红霞出生于1962年，24岁那年,当

她还陶醉在新婚的快乐中、沉浸在孕育新生

命的幸福里时，母亲患脑梗死瘫痪的现实，

让她一下子不知所措。

“当时，我的丈夫因为工作性质经常在

外，弟弟远在武汉求学，照料瘫痪母亲和年

迈父亲、培养女儿成长，就成了我的重要任

务。”耿红霞说。

照顾瘫痪病人，烦琐劳累且需要足够的

细心和耐心。为方便给母亲喂药，她把几十

种常备药都贴上了标签。时间久了，耿红霞

不用定闹钟就能按点为老人喂药，这么多年

几乎没有遗漏过。

夜里起来两三次，给老人换纸尿裤；每

隔两个小时，就给老人翻一次身；自学打针、

量血压、测血糖等医疗护理技能……从人生

芳华到年过花甲，耿红霞成了家里的护理专

家，她的母亲瘫痪失去自理能力后，直到

2014年去世时，从未长过一次褥疮。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0年前，耿红霞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突然因脑出血入院

治疗，出院后长期卧床，饮食需要用注射器

推进胃里。耿红霞一边喂食，一边要想办法

控制住父亲乱动的手脚，有时一碗稀饭要一

两个小时才能喂完。日复一日，耿红霞没有

怨言，也没有发过脾气，只是默默地承受着、

坚持着……

“最困难的时候是父母同时生病时，在

医院陪护母亲，趁母亲睡觉时赶紧回家给父

亲做饭、喂药。父亲睡了，再到医院伺候母

亲……”耿红霞说，有一次，父亲半夜突发胃

出血，家里住的是老式步梯楼，120担架没

法下楼。为了能让父亲及时就医，她背起父

亲，将他送上救护车。

一转眼，父亲患病卧床已有10年。由

于常年劳累，耿红霞的腰部和颈椎落下了病

痛。可想起躺在床上等待被照顾的父母，她

都坚强地挺了过去。

“父母生我养我，千辛万苦。父母老了，

苍天给了我反哺的机会，这

不是辛苦与劳累，是与家人

同享天伦之乐的欣慰，是一

种莫大的幸福！”耿红霞说，

如今，她要守在父亲床边，

用所有的坚强和力量让他

安享晚年。

最近几年，耿红霞有时要到外地看望女

儿。只要外出，她都会将父亲带在身边,坚

持每天为父亲读他喜欢看的报纸，希望能唤

起他一丝丝的记忆。

在耿红霞心里，看到父亲用略显“幼稚”

的目光望着她，还有从前母亲对她绽放的孩

子般的笑容，都让她无比欣慰、倍感幸福。

“反哺父母养育恩，是我的幸福”

耿红霞为父亲洗脚 （受访者供图）

李富才老两口儿和儿媳妇张雁在一起

孙飞照顾卧床的父亲孙飞照顾卧床的父亲

李秀红给婆婆喂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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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谢娜娜 通讯员 邓文静 文/图

父亲“点菜”想吃红烧肉，8日一早，市民孙飞便

就近到超市买好食材，回到厨房开始忙活。

孙飞今年48岁，和父母一起在西工区洛阳桥社

区九都新村生活。2018年，他的父亲突发脑梗。由

于担心留下后遗症，孙飞经常带着父亲到公园锻炼。

然而，好景不长，孙飞的父亲意外摔倒两次，身

体大不如从前，每年都要住院一两个月，其间，孙飞

全程陪护。在父亲不住院的日子，他也常奔波于自

己家与父母家之间，为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去

年10月，一次意外事故导致孙飞的父亲卧床至今。

孙飞的父亲名叫孙坛厚，今年77岁，母亲李淑

芬比父亲小1岁，虽然身体状况良好，但毕竟年龄大

了，照顾老伴儿已力不从心，于是，孙飞索性搬过来

与父母同吃同住。

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孙飞的工作时间相对灵

活，他几乎全职在家照顾父母。

“照顾得特别好，现在全靠儿子了。”提起儿子孙

飞，李淑芬夸个不停。她和老伴儿育有两子，都很孝

顺。孙飞是大儿子，小儿子也已成家。有人说，“一

人失能，全家失衡”，为了不让父亲给弟弟一家带来

负担，作为哥哥，孙飞将照顾父亲日常起居的担子扛

在了肩上。

孙飞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由于种种原因，

小家散了。从此，他就决定坦然接受单身状态，一心

一意照顾年迈的父母。

尽管生活有种种不易，但陪伴父母的日子让孙

飞安心且踏实。这两年，乘着洛阳文旅发展的春

风，孙飞的摄影跟拍业务有了一些起色，在刚刚过

去的国庆假期，他有时忙到深夜才回来。每次回到

家中，孙飞都看到母亲迟迟未睡，为他守着一盏明

灯。其间，弟弟也不时回家，将父母安置妥当。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孙飞仍记得儿时父亲将

他扛在肩上、载在车上的童年时光，看到卧床的父亲

和步履蹒跚的母亲，他觉得当下正是报答父母的时

候。“就这样陪着爸妈，我感觉挺好。”面对未来，孙飞

很乐观，他说，或许每个人对“家”的理解不一样，但

在他心里，父母在，就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