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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来老人视作亲人养

王翠华今年62岁，双腿残疾。21岁那年从江苏盱眙

县嫁到明光市泊岗乡新淮村施道勇家，以种田为生。虽说

日子苦一点，但靠着勤劳的双手，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1997年秋季的一天，王翠华夫妻俩像往常一样干活回

来，看见一个50多岁的老人，衣衫褴褛，痴痴地站在那里，目

光呆滞。上去询问，他一问三不知。回到家里，王翠华端来热

腾腾的饭菜给他，他三下五除二吃完。王翠华担心是哪个村

的老人走失，怕家里人找不到他，连忙托人打听。后了解到，

这个人来到新淮村有一段时间了，不知从哪里来，不会说话，

也不乱跑，偶尔帮助人家干点活，人家就给他一口吃的。不给

他吃，他也不知道去要，吃饱了，就在田埂下睡觉。

王翠华心地善良，看不得可怜之人。于是，她与丈夫商

量，“把这个老人接到家过年吧，平时帮忙干干活，给他一口

吃的，找个睡觉的地方。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多一口人还

能养活得起，遇到他也算是‘缘分’吧”。就是这样一句简简

单单的话，这个老人走进了这个没有一点关联的家。

痴呆老人没有语言表达能力，村里人问他多大了，他

说“十二了”，因此，村里人都叫他“十二”。

家庭困难不言弃

常言道：“亲戚可走不可留”，何况是一个非亲非故的

痴呆老人。但王翠华不仅留下老人，给老人一个温暖的住

所，还不弃不离，像关爱亲人一样。刚来时，老人不习惯，

生活不能自理。吃饭时，王翠华就一勺一勺喂；衣服脏了，

她马上给他换洗；不会上厕所，随地大小便，王翠华夫妇就

像教小孩一样慢慢地引导；生病了，王翠华夫妇就背着他

到处寻医问诊。就这样，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夫妇二人一

直照看“十二”的起居，照顾他吃喝。

2011年 9月，丈夫施道勇身患重病，一病不起。弥留

之际，他拉着王翠华的手说：“‘十二’到我们家也有14年

了，为了他辛苦你了，既然他到了我们家，就算是我们的亲

人。我走了以后，你和孩子还要照顾好他，带着他一起

过”。2011年冬天，施道勇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

活一度陷入了困境。王翠华虽然个子不高、腿有残疾，但

她性格倔强，坚韧不拔，以刚毅品质，支撑着这个家。

这几年，女儿出嫁，儿子结婚生子，都是她一手操办。

她没有忘记丈夫临终前的遗言，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她都

带着“十二”生活在一起。但由于年龄的增大和长期劳累，

王翠华患上了糖尿病、胃窦炎、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这时，

她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十二”。她担心身体出现问题后无

人照顾“十二”。“十二”平时情绪比较稳定，但有时因气候

和周围环境变化，会不安烦躁，还会突然离家出走。

一次冬季傍晚，雪下得很大，王翠华干完活回来烧完

饭后像往常一样去“十二”房间喊他吃饭，结果“十二”不见

了，她赶忙出去寻找。她拖着残疾的腿，一瘸一拐地奔波

在茫茫的雪地里，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在一处破旧的草房里

找到了“十二”，此时王翠

华的脸上已经分不清是

汗水还是融化的雪水。

2018年，王翠华因病需要

住院治疗，她把“十二”托

付给亲家照看。半个多月里，王翠华始终牵挂着“十二”，

每天都叫孩子打电话询问情况。

王翠华丈夫去世后，她家的情况引起了村两委的重

视。针对王翠华家的实际情况，经过研究决定，并报有关

部门批准，为“十二”办理了户口。根据王翠华家人的要

求，为“十二”取名叫“施道文”，并根据时间推算为1944年

10月 4日出生。“十二”户口的落实，了却了王翠华“一家

人”的愿望。同时，在乡政府和村两委的帮助下，还为施道

文办理了农村五保户手续。

大爱绵延见真情

六年前，经好心人撮合，王翠华和本村的村民刘子凤认

识。王翠华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能够接受“十二”。刘子凤也

是个老实的庄稼人，对王翠华家里的事情也有所耳闻，打心里

敬佩她，欣然答应重组家庭后，继续带着“十二”一起生活。

婚后，王翠华和刘子凤在自家的小院里为“十二”建了

一间房。现在“十二”已经76岁了，在王翠华一家人的精心

赡养下，除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外，老人身体很硬朗，学会了

一些基本生活技能，还能帮助家里干一些简单农活。

如今，王翠华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但她对待“十二”的照

料和关爱丝毫不变。有人和王翠华说：“现在‘十二’已经是

五保户了，把他交给乡敬老院，你在家也可以带带孙子、享

享清福、养养身体。”王翠华却笑着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

不会放弃，他是我家人，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过。他在我们

家一天，我就要伺候他，还要为他养老送终”。

“人家捡金、捡银，你王翠华两口子咋捡回来一

个呆头呆脑的‘木头人’？哎，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26年前，明光市泊岗乡新淮村胡台五组的村民王

翠华将一个痴呆老人接回家赡养时，她在村里人眼

里是“怪女人”；26年后，再提王翠华，村民都会竖起

大拇指，夸她是个了不得的女人。王翠华先后荣获

滁州市道德模范、安徽好人等荣誉称号。

张子国 史悦 记者 胡昊

“捡”来非亲非故老人，已贴心照顾26年
——记滁州市道德模范王翠华

民生工程暖民心
合肥市双岗街道窦小桥居民小陈，持有精神二级

残疾证，因家庭困难，没能按时服用药物，病情得不

到有效控制。窦小桥社区党委、关工委和残联工作

人员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跟她讲解了民生工程药

费补贴的政策，并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办理好

了补贴。拿到补贴后，小陈按时服药，精神状况稳定

了很多，她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民生政策真是好，

民生工程暖民心。” 施杨

居民群众反映情况、诉说困难，人大代表耐心讲

解、细致登记——每月20日，这样的场景就会出现在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街道人大代表工作站。“这

一天是人大代表进站接待固定日，有事到工作站找代

表，已逐渐成为当地群众反映诉求、解决困难的习

惯。”站长何宗文说。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能力，安徽各级人大搭建“全天候”的代表联系

群众平台、“沾泥土”的民主议事平台、“接地气”的国

家机关基层联系平台，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重要

制度载体作用”，让基层民主落点更细、效果更实。

人大代表“总在线”，履职才能“不打烊”。近年

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加强代表履职平台和

代表小组建设的意见，加强代表履职阵地规范化建设，

指导各级人大积极搭建平台载体，推进数智赋能，构建

“实体+网上+掌上”代表联系群众新途径，将代表之家、

代表小组活动室、代表联络站、群众联系点等作为重要

平台，发挥收集社情民意、联系沟通群众等多重作用。

“要重视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建设，健全吸纳民

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诉求有地

方说、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反馈。”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说。目前，安徽已建立各

级代表小组9043个，代表联络活动室9048个，代表履

职工作平台11939个，把联系服务群众的“触角”延伸

到群众家门口。 据《半月谈》

宣城旌德白地镇：
以“糯”为媒 助农增收

近日，旌德县白地镇江村村种植的200余亩春播

农科院黑28黑糯玉米喜获丰收，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

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采收，玉米地里黑糯

玉米、农户、田埂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画卷。

从事笋子收购的江村农户王家兴想不到，选择玉

米种植作为自己的另一份事业，不仅使特色农业产

业在本地得以发展，还让自己摸到了农村乡村振兴

的好门路。现今，糯玉米“华丽”转身，以前毫不起眼

的它身价倍增，成了“香饽饽”。

“黑糯玉米成为我们村贫困户实现增收的新途

径，真正连起了村民致富增收的‘连心桥’，钱袋子鼓

了，日子越来越兴旺了，乡风文明也越来越好啦。”江

村村党总支书记江爱军高兴地说道。

近年来，白地镇党委、政府因地制宜，以“小规

模、大群体，小成本、大收入”的农业发展思路，坚持

“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工则工”的原则，培植新业

态、打造新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量

农业。截至目前，白地镇特色农业种植规模9000亩，

农户年亩均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现已发展白茶、黄

精、香榧等多种特色种植，实现农业增效、农村繁荣，

顺利带动5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梅妍 曹开发

基层民主就要“沾泥土”

8月29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经济开发区庐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护士及家属正在参与

无偿献血。当日，该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传递爱心”志愿活动，来自该医院的400多名医护人员

及其家属纷纷捋袖献血，奉献爱心，传递社会正能量。 龚琦雯 记者 祝亮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