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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家出台了新的三农

政策，村里开始兴建敬老院，计划让

全村孤寡老人集中供养。2010年3

月份，敬老院落成后，村里动员汪留

英老人搬到敬老院住，可吴爱荣还

是有些不放心，她要亲自看看敬老

院里的情况，担心老人受委屈。看

到崭新明亮的新房、食堂，干净洁白

的床铺，齐全的日常用品后，吴爱荣

这才同意让老人搬进去。

如今，汪留英老人生活有着落了，

吴爱荣也搭上了外出打工的末班车，跟

丈夫在常州打工。但逢年过节回家，她

都不忘给老人买些衣物和食品。听说

院里的五保户洪计稳老人对汪留英老

人关照有加，吴爱荣心里高兴极了，专

程买烟和食品感谢洪计稳老人。

“这么多年，吴爱荣一直沿袭着

婆婆的做法，无偿地照顾汪留英，真

不错，自己家庭条件又不好，常年吃

药，确实让人敬佩。”四吉村妇代会

主任、敬老院院长苏翠说。

让我守护你慢慢地变老
因为婆婆一句遗言，她如亲生女儿般照顾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

让我缝补你们残缺的翅膀
她持续20年照顾弃婴和“三无老人”

余家荣 记者 张火旺 文/图

昨日，记者从安庆市文明办获悉，在日前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安庆市的许先梅，光

荣地获得了“孺子牛”奖。“孺子牛”奖是民政部设立的最高荣誉奖，自1986年设立以来，全国只有84

人获得这一奖项。民政部此次共授予32名同志“孺子牛”奖，许先梅是我省唯一的获奖者。

许先梅，她是谁？让我们一起来走近她。

许先梅，安庆市社会（儿

童）福利院的院长。155公分的

个头，86斤的体重，谁会想到，

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子，就在今

年三月，刚刚从国务院副总理

回良玉的手中，捧回了民政部

最高荣誉奖孺子牛奖。

1991年夏天，21岁的许先梅

从省财校财会专业毕业后，被分

配到安庆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第一次踏进福利院，看到

那些被亲人遗弃的孤残儿童，

看到他们那无助的眼神，她的

心中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忽

然，一个清秀的孩子看着和善

的许先梅，奶声奶气地呼喊：

“妈妈———”，这一声叫喊令

许先梅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

出，她情不自禁地告诉自己：

“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许先梅放弃了自己的专

业，转而学习护理知识。她很

快就熟练掌握了婴幼儿护理以

及婴幼儿常见病诊治的技能，

从此她开始了 20 年如一日的

施爱工作。从护理员到院长，

许先梅不知疲倦。

她，甘当孤儿的“孺子牛”20年

郭芳红 记者 张火旺

二十多年前，她跟踪婆婆，意外发现一个隐藏日久的秘密……

婆婆临终前，没有别的交待，只是放心不下一位孤寡老人，“你替我照

顾好她。”

从此，宿松县北浴乡四吉村村民吴爱荣，接过婆婆唯一的遗愿，用爱续写着

人间真情。婆媳俩的事迹经当地网络媒体报道后，感动着一方父老乡亲……

吴爱荣今年45岁，1990年，她

嫁到宿松县北浴乡四吉村。在众人

眼里，吴爱荣和婆婆两人，都是勤劳

能干、贤淑善良的人。

故事还得从吴爱荣嫁进婆家时

说起。当年，吴爱荣嫁进婆家时没多

久，就发现一个“怪现象”：每到吃饭

的时候，只见婆婆端着一大碗饭往外

走，转眼功夫拿着空碗回来。起初，还

以为婆婆是饿了，吃得比大家快。

然而，时间久了，亦天天如此，

吴爱荣找个机会悄悄地跟在了婆婆

后面，只见婆婆径直走进一间破旧

矮小的房子。吴爱荣并不知道这间

破屋里住着什么人，也好奇地跟了

进去。

屋内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仅有一张陈旧的单人床、一张旧桌

子及几把没靠背的破凳子，只见婆

婆正把饭菜摆在那张旧桌上，招呼

着一个衣着破旧的老人吃饭。

婆婆见媳妇跟来了，急忙笑着

解释道，“我看她可怜，抽空给端点

饭给她吃。”

回到家，婆婆继续向吴爱荣解

释，这位老人叫汪留英，是个聋哑

残疾人，家里也没有亲属，生活不

能自理。善良的婆婆见老人可怜，

每天准时给老人送饭，这一送就是

许多年。

“这么多年来，婆婆过着清贫的

日子，却悉心照顾着这位非亲非故

的老人。”吴爱荣知道此事后，对婆

婆的善举十分感动，对老人的遭遇

非常同情。自那以后，每到吃饭的

时候，吴爱荣都主动先把老人的饭

盛好，让婆婆端去。婆婆不在家时，

她就全权代理婆婆的送饭事务。

几年后，婆婆积劳成疾，因病

去世。弥留之际，她还念念不忘这

位可怜的老人。“替我照顾她，让她

有口饭吃、有衣穿就行，答应我，让

我放心地走。”婆婆再三叮嘱吴爱

荣，这是她唯一的遗愿。

“您放心吧，有我吃的，就决不

会让她挨饿。”吴爱荣铭记在心。

自那以后，吴爱荣每天都要去

几趟，为汪留英老人整理屋子，收

拾被子。只要老人哪里稍有不适，

就及时给她买药打点滴，时刻用心

照顾着老人家。

2006年，一场大雨把汪留英老

人唯一的一间瓦房摧毁了，房子没

了，老人坐在地上哭，看着这个无

家可归的老人，吴爱荣没来得及与丈

夫商量，主动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住。

家里多个聋哑残疾人，负担也

增加了不少，大家都认为她傻，可

吴爱荣却总是报之一笑。

其实，吴爱荣家并不富裕，房

子是几十年前的老房，自己身体不

好常年吃药。几年前，山村里的邻

居纷纷外出打工，挣了不少钱，唯

独吴爱荣没有出去，只因她放不下

汪留英老人，默默地守着家里一亩

三分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简朴生活，生活开支全由丈夫一

人在外打拼维持。

好婆婆的“怪现象”

婆婆善举感动儿媳

那是她永远的牵挂

好婆婆唯一的遗愿

福利院里的儿童全部都是

弃婴，并且大多患有不同程度

的残疾。面对这些孩子，许先

梅和她的同事们给了他们无微

不至的关爱。朱小淅到福利院

时才出生几天，患有罕见的先

天性双唇双腭裂的他，无法吮

吸奶嘴，生命垂危。许先梅和

同事们就用滴管吸奶一滴一滴

地喂养他，终于让他活了下

来。后来，许先梅又多方联系，

帮朱小淅获得了做矫治手术的

资助。如今，痊愈的小淅已被

一对美国夫妇收养，正在幸福

地成长。这些年里，像朱小淅

这样由许先梅联系治疗获得健

康的孩子就有80余名。

福利院的孩子非常渴望拥

有家庭的温暖。市福利院严格

依照民政部规定，开展涉外送养

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家庭寄养

工作。“家庭寄养是一种由福利

院提供儿童生活开支，由符合条

件的家庭进行照料的抚养方

式。”许先梅告诉记者，同开展涉

外送养工作一样，福利院对家庭

寄养工作的开展也是极为审慎。

“记得第一次选择寄养的人

家，我同附近村委会的同志们跑

了不下20趟，为的就是要好中

选优，选出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

家。第一批3个孩子被送入家

庭寄养一段时间后，孩子们亲热

地喊出了‘爸爸、妈妈’，这个场

景让我感动得流下泪来。因为

这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福利院，

都是不小的收获。”许先梅说，如

今，福利院已有100多个孩子得

到了寄养家庭的精心照顾。

给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

除了孤残儿童，福利院现

有70多名无依无靠、无生活来

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老人。

“这些老人的性格往往孤

僻而固执，有时会毫无道理地

对护理人员发火。为了照顾护

理人员的情绪，避免她们和老

人发生冲突，我们曾专门设了

一个‘委屈奖’，奖励那些受了

委屈仍然坚持干好工作的护理

人员们。”许先梅告诉记者。

许先梅和同事们悉心的关

怀与照顾让老人们真正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现在这个‘委屈

奖’已经发不出去了，你想，做

儿女的谁会计较父母的只言片

语呢？”许先梅笑着说：“现在每

当我们工作人员走进老人们住

的小楼，很多老人都会热情地

追着我们打招呼，拉着我们的

胳膊，巴不得多说几句。”

让老人感受亲情的温暖

许先梅和福利院的孩子在一起许先梅和福利院的孩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