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嫂子”名叫张庭兰，今年已经77
岁了，19 岁结婚那年，她的哑巴弟弟才
十多岁。不几年公公婆婆相继离世，她
与丈夫带着弟弟和自己的几个孩子过日
子。十多年前丈夫病故，她依然不离不
弃照顾哑巴弟弟。

由于常年的劳累和操持家务，张庭
兰患下了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有时候
她心脑血管疾病发作要去医院买药或输
液，不管多晚都要回来给她的哑巴弟弟

做饭、洗衣服……
哑巴身体也不好，患有膝关节股骨头

坏死、腰椎间盘突出等病。张庭兰丈夫原
先在世的时候，哑巴弟弟要是病情发作需
要去医院，都是丈夫带着去。可是自从丈
夫离世后，哑巴弟弟的病要是再发作，送弟
弟去治疗的担子就由她自己挑起来了。这
些年，为了给弟弟治病，张庭兰只要听说哪
里能治疗，就不惜一切代价带着弟弟去治
疗。她是一个农村妇女，过紧日子习惯了，

往往都不坐车去，为省下几个钱多买点能
治好弟弟病的药，她只有拉着平板车去。
年复一年，十多年如一日，只要弟弟病情发
作，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马上拉着哑巴弟弟
去医院。

去年秋天，张庭兰的心脑血管病犯
了，就在乡卫生院打吊针，每天输完液就
及时回家照顾弟弟。有一天刚输完液，
弟弟的病就犯了，张庭兰二话没说，拉着
平板车把弟弟送到乡卫生院。哑巴不能
说话，平时他哪里不舒服，就一边用手比
划，一边嗷嗷地向嫂子“说”。去医院看
病，医生不懂哑巴的“话”要表达什么意
思，也是由这个胜似母亲的嫂子给医生
当“翻译”。回来家后，也还得嫂子边比
划边像哄孩子似的让弟弟按时吃药。

这些年，张庭兰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默默地承担起照顾多病而又哑巴的弟弟
的责任。为了照顾好哑巴弟弟，她很少
回娘家或者外出，即使到外边办事也是
及早赶回家照顾弟弟。在她的心目中，
哑巴弟弟就是自己的亲人了，把哑巴弟
弟照顾好是自己的义务。平时她虽然
累，但是想到弟弟的身体好了，生活可以
自理，再苦再累也心甘。

好嫂子五十年如一日
撑起哑弟生活一片天

近日，灵璧县禅
堂 乡 河 北 村 一 位
“好嫂子”出名了，
她 五 十 余 年 如 一
日，悉心照顾夫家
哑巴弟弟的事迹，
被前去走访调研的
该县县委宣传部长
给“点赞”了！
▋曹义明 记者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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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婆去世 丢下残疾小叔子

妯娌仨十年爱心不离不弃
“有自己的一口，就有小叔子的一口。”
午饭时间，李中芝盛好一碗米饭，夹了

刚煮熟的鸡肉，送到小叔子邓支近的房
间。她一边喂着饭，一边尝试着用简单的
语言进行沟通，吃完饭，邓支欢打来水帮弟
弟洗脸擦手。

今年65岁的李中芝是合肥经开区高
刘镇南仓村陈岗组的一位普通农民，10年
来，她和两个妯娌精心照顾着先天智力残
疾的小叔子，在村里被传为佳话。

▋王振娅牛亚莉记者沈娟娟

操持一大家子40多年
邓支欢在家里排行老大，邓支近是他的四弟，因为

先天智力残疾，邓支近的生活无法自理。
“家里负担重……”李中芝记得，邓支欢和自己第一

次见面的时候就毫不掩饰家里的情况，“当时没想这么
多，只觉得他人好。”

1972年，21岁的李中芝嫁入了这个家庭。公婆身
体不好，丈夫是邓家长子，弟弟们都还没有成家，最小的
小叔子邓支近只有4岁，一大家子生计全靠丈夫承担。

看着没白天没黑夜在田地里忙碌的丈夫，李中
芝心疼极了。为了能让丈夫安心养家，新婚的她来
不及细细体味那份喜悦和甜蜜，迅速地适应了上有
老下有小的生活：煮一大家子的饭，伺候公婆、照顾
弟弟们、和丈夫下地干活……面对重重困难，李中芝
没有一句怨言，默默无闻地在这个家里扎下了根。

每天早上5点多起来，李中芝第一件事就是把小叔子
的房间打扫一遍。地里的活再紧，到了饭点，李中芝也要
赶回家去给小叔子做饭，每顿饭第一碗必然是端给小叔
子吃。

十年前公婆相继去世，李中芝的大儿子正准备结

婚，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村里人都让她把邓
支近送去敬老院，可李中芝怎么也舍不得：“弟弟本来
就很可怜了，现在，公婆去了，我更应该承担起照顾的
责任。”

妯娌三人爱心仍在继续
二哥邓支新和三哥邓支卫陆续成家后，他们的妻子

张有宽和万家芬也加入到照顾小叔子的行列中。
“有自己的一口，就有小叔子的一口。”为了更好地

照顾小叔子的起居，邓支新夫妇将小叔子搬到自己的
屋中，共同生活。

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邓支近经常把床上、衣
服上弄得满是污秽，张有宽每次都及时清洗小叔子的
被褥和衣服，常常是这边刚换下，那边又弄脏了，而淳
朴善良的张有宽没有埋怨过一句。

尽管兄弟几个成家后，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他们
还是凑钱给弟弟买了一台电视机解闷。

性格风风火火的万家芬，平日里，她也有些小脾气，
却从不向小叔子发火，“就是不能冲他发脾气，他受的苦
比我们都多啊！”

为传承国粹
太极拳达人开办公益班

“现在人们很关注儿童的成长，但
对亚健康群体的养生却很忽略，经常有
一些老人因为沉迷养生而上当受骗，所
以我就想把我的太极拳教给他们。”在
合肥市望湖社区，有一位太极拳达人，
不仅自己爱好太极拳，还在两年前开办
了太极拳公益班，亲自担任总教练。

▋王栋 记者 沈娟娟

太极拳达人开办公益班
今年 52 岁的贾德春是一名中共党

员，当看到身边很多老年人因为追求养
生而上当受骗，他开始思考起来：“有什
么办法既能避免老年人上当受骗，又能
满足他们养生和健身需求呢？”

“是否可以和社区结合通过特定的
项目来服务辖区老人呢？”有着多年社
工工作经验和太极拳特长的贾德春萌
生了这样的想法。在前期调查了解的
基础上，2014年11月，贾德春的公益太
极拳班正式入驻望湖社区，他亲自担任
总教练，每周上两次课。

如今，这个太极拳班长期参与人数
已达 36 人，年龄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
55 岁。

一开始，公益太极拳班的开课时间
是在白天，后来因为老人白天要接送
孙子孙女，上课的时间也调整到了晚
上，针对老人腰椎、颈椎、肩周不好的
普遍情况，贾德春还针对性地设计了
训练项目。

只为传承国粹、传递健康
2015 年 5 月，贾德春带领“望湖社

区大益太极拳队”参加合肥市第二届
演武大会取得优异成绩；2016 年带领

“望湖社区大益太极拳队”参加合肥市
第五届传统武术节再获集体太极拳三
等奖，个人太极拳、太极剑金牌各 1 枚，
银牌8枚。

经常有人说贾德春傻，觉得公益太
极拳班是个赔本的买卖，既搭时间又费
精力还没有任何经济回报。可是贾德
春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

贾德春告诉记者，太极拳是一项非
常好的运动，既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
修身养性、还能够防身自卫，“要把老祖
宗传下来的东西传承好、发扬好。我在
把太极拳传授给别人的同时提升自己，
另外还可以交到很多朋友，我很乐意这
样做。”

2014 年至今，贾德春先后在常青、
包公、望湖、芜湖路、三孝口等街道组建
成立七个社区太极推广站，学员人数近
200人。

贾德春带领学员参加合肥市武术比
赛（中间红衣者）

编者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让我们感动，总会有一些人让我们铭记，让我们动容。几十年
如一日照顾残疾小叔子，“有自己的一口，就有他的一口。”一句多么朴实的回答，这些正是人们对爱的诠释，对真
情的流露。她们的善举才让那充斥眼球的冷漠、无助、绝望无处藏身。因为有爱，我们的社会才会充满温情与笑
脸，给予生活以希望，给予心灵以抚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