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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的纪大英，30 多年来坚持照顾双目
失明的婆婆，给她洗衣做饭，一日三餐送到手上，
家里还种了 4 亩地，养了一头猪、10 只鸡，靠自己
勤劳的双手过日子，从来没有在我们村干部面前
埋怨过……”近日，在白河县构朳镇举行的第一期
道德讲堂上，凉水村党支部书记秦志伦向大家分
享着好儿媳纪大英的故事。

纪大英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 ，1957 年春
天， 她出生在凉水村的一个普通农户家中，1981
年经人介绍，与本村的赵光组建家庭，先后孕育了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1990 年，丈夫的几个弟弟相
继成家，为了让几个弟弟生活得更好，她便主动和
丈夫商量，将双目失明的婆婆接到自己的家中照
顾。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 靠家里的 3 亩地根本养
活不了一家人，迫于生计，1994 年，39 岁的赵光到
山西太原煤矿务工。可不到 3 个月，突发的矿难夺
去了丈夫年轻的生命。 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生
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她柔弱的肩膀上。 同年，14
岁的小儿子因突发癫痫坠崖身亡。 本以为苦难就
此结束，可命运并没有停止对她无情的打击，2021
年，她的大儿子在外地出差途中遭遇车祸身亡，又
一次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

一系列的变故、一系列的冲击，让纪大英的心
疼得像刀绞一样。 面对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她也
想过放弃，可是如果她不在了，女儿也就没有妈妈
了，还有她双目失明的婆婆谁来照顾？ 看着躺在
床上的婆婆，纪大英擦干了眼泪，默默扛起家庭的
重担，也把孝顺婆婆的责任扛在了肩上。

1 月 9 日， 纪大英家穿着简单的长袖格子围
裙，拿着扫把铲子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屋檐下堆着
的酒糟，还散发着浓浓的酒香，家里的桌椅板凳虽
然陈旧，但是都擦得干干净净，婆婆穿着干净的花
棉袄，坐在炉子边烤火，一幅暖意融融的画面。

纪大英说：“婆婆眼睛看不见行动不便，身边
离不开人，我每天天没亮就要起床，打扫卫生、做
好饭菜、喂好牲畜，再叫婆婆起床，伺候她穿衣、洗
脸、吃饭，然后再下地去干农活。 ”忙碌的生活，让
她感觉到充实，有时候她干活回来，再累再苦，再
不想动弹，她都会先把婆婆的饭菜做好送到她手
上，晚上还要给婆婆脱衣服、洗澡、洗脚。 每当天
气好的时候，她总是把双目失明的婆婆搀扶到院
子里，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帮婆婆梳梳头发，剪剪
指甲，陪她说说话，聊聊天。

“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婆婆也是妈呀，我要替我的丈夫尽孝啊！她今
年已经 89岁了，平时就怕把她没招呼好，让她觉得不开心，我累一点没啥，是应
该的，古人不是说了嘛，头上有老的，锅里才有搅的，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也还
能干活，女儿也很孝顺，我已经很知足了。 ”纪大英说。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 33年了，面对高龄且双目失明的婆婆，
这个不是闺女却胜似闺女的农村儿媳妇，一次又一次用自己最淳朴、最真诚的
孝心与爱心，让婆婆的世界充满温暖。 当命运的暴风雨袭来,她一次又一次选
择了坚强面对，当生活的重担压在肩头，她选择了挺直腰杆、迎难而上。

“纪大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她做到了很多
人都做不到的事情，面对风风雨雨，她依然选择坚强生活，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她的为妻为媳之道，用无微不至地守护与陪伴展现着孝老爱亲的传
统美德。 为了让婆婆开心，她在自己的菜园里种了很多蔬菜，变着花样给
婆婆做好吃的，偶尔买一点肉，她做好了还要挑去骨头，把肉和汤给婆婆
吃。 在周围邻居的眼里，她就是标杆，是榜样，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
习！ ”构朳镇干部陈紫薇发自内心地说。

生活还在继续，纪大英今年已经 66 岁了，在她的心里，始终牵挂着婆
婆的衣食起居。 从青丝到白发，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人间“孝”与
“爱”。 纪大英的故事感动和影响了很多人，她也先后获得“陕西好人”“安
康市第五届道德模范”“安康好人”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记者 孙妙鸿 李俊）1 月 18 日，汉滨
区谭坝镇马河村举办“留忆乡愁，品味传承，共促
振兴”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系列文旅活动。

一大早， 马河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熬煮腊
八节的传统美食———腊八粥， 邀请游客们在温暖
香甜的粥香中共度腊八节，迎接新年的到来。活动
现场，杀年猪、吃庖汤、写春联、赶集市、办年货，浓
浓的年味弥漫在整个乡村。采莲船、秧歌队翩翩起
舞，唢呐声、锣鼓声、声声入耳；魔芋豆腐、豆腐干、
红薯粉条、蜂蜜、腊肠……不少来自田间地头的农
特产品纷纷亮相，受到游客们的追捧，大家争相购
买。

在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小方桌依次排开，皮
影戏精彩亮相。 疱汤宴上，各种美食轮流上桌，让
现场游客大饱口福。 活动还邀请了书法爱好者挥
毫泼墨， 免费书写春联， 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领
取。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古村落年货节，就是
把传统村落、传统节日和地方民俗有机融合起来，
以实现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后期我们将依托保护传统村落，开发民宿旅游，建
设集农耕体验、田园观光、民俗风情等为一体的休
闲农业园，打造体验式民宿，让游客来这里‘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谭坝镇镇长李炀
说。

马河社区传统村落于 2016 年被列入“第四批
国家级保护传统村落”，这里自然景观优美，建筑
风貌独特。 近年来，借助良好的政策优势，通过探
索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居民自主的资源盘活模
式，采取村民持股、集体参股的运作方式，将巩固
衔接工作与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结合起
来，积极争取项目支持，现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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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孝老传佳话
通讯员 冯维杯 宋孝波 东京

小寒过后，气温越来越低。刚过 6 点，李家平轻手轻脚地爬起床，打扫
完房前屋后的卫生，扛着锄头向离家不远处的油菜地走去。

太阳爬上山头，李家平伸了伸腰，回头看着长势正旺的油菜，脸上露
出欣喜的笑容。 9 点左右，他扛起锄头往回走，准备给母亲做饭。

1962 年出生的李家平，是汉滨区大竹园镇茶栈村 15 组村民，母亲徐
德贵已 102 岁。他十几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母亲，勤俭朴实、为人和善、孝
老爱亲的他，在当地小有名气。

一到家，李家平把炉子烧旺，像小时候母亲照顾他一样，双手托着母
亲的袄子放在火炉旁烤热。看见母亲准备起床，他赶忙把烤热的棉袄给母
亲穿上，并打来一盆洗脸水，耐心而熟练地帮母亲梳洗。

“有妈就有福气！ ”李家平拿起水壶，笑着给母亲倒起一杯茶水，笑着
说：“妈每天早上 10 点左右起床。 虽然耳朵有点背，但精神还是不错呦。 ”

李家平兄妹 6 个，他排行老五。 早年间，兄弟姐妹相继在外地务工打
拼，李家平也在安康城区安家落户。

“住了一辈子的大山，妈对山里的生活还是最喜欢，也是最习惯。 ”10
多年前，李家平兄弟姐妹们商量后，将母亲接到城里来居住。 然而一年时
间不到，母亲因为不习惯城市生活，时常吵着要回老家。

回到老家后，兄弟几个轮流照看母亲。由于大姐、小妹相继去世，兄弟
们都外出务工，照顾老人的重担就落在了李家平肩上。

“让妈吃好、照顾好是儿女们应该做的。 早饭简单，就是吃点面包，喝
点牛奶，中午吃点软和的，面条和稀饭多一些……”说话间，李家平已经做
好的白菜烧豆腐、萝卜炒肉和玉米糁稀饭端上桌子。 李家平介绍，为了给
母亲做饭，也是伤透了脑筋。 母亲虽然年纪大了，但胃口很好，还喜欢吃
肉。 为了让母亲吃得高兴，他每天变着花样给母亲做饭。

吃饭时间，李家平的电话响起，原来是他妻子打来电话，问问家里还
需购置的生活用品。十几年来，李家平的妻子独自一人操持家里的大小事
务，从来没有怨言。每逢过年、节假日，妻子都要带着儿子赶回老家来陪他
们一起过。 说到妻子和儿子，李家平感到愧疚。

“当时儿子上高中，需要人照顾。可还是放心不下母亲，于是和妻子商
量，由我回家照顾母亲。 ”挂完电话后，李家平眼眶微微有点红，他愧疚地
说：“我们都是当父母的，都会有老的一天，要给孩子们树个榜样。 我爱人
当时就是这样给我说，现在想想还是最对不住她。 ”

“老小老小。”李家平的母亲有时候半夜两三点会嚷嚷着要吃饭，给她
洗脚剪指甲会无端发脾气，看不到李家平的身影，就会大喊。

“父母养育大于天！要懂父母恩，怀里抱儿孙。”李家平感慨地笑着说，
他 9 岁那年的一个晚上肚子疼，因为离诊所远，身材矮小的母亲就背着他
在屋里来回走，帮他揉肚子，疼痛减轻了不少。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娘在，就是最幸福的事。 在李家平的心里，现在
母亲的一举一动和当年小小的自己重叠在一起， 不会不耐烦， 更不会恼
火。 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母亲，这份沉甸甸的爱令人动容。 孝敬父母并不
是口头上的空话，而是现实中的身体力行和责任担当。

“李家平是个大孝子，点赞……”“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的榜样啊！”“李
家平好样的，现在村上风气好！ ”……谈起李家平，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
在李家平母亲 102 岁生日这天， 汉滨区大竹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大队的志愿者、老人的晚辈及亲朋好友送来祝寿蛋糕，为老人准备一个
热闹而简朴的生日，共祝老人生日快乐。

十几年如一日，李家平悉心照料母亲的事迹也感动了周围的许多人。
李家平用实际行动孝敬母亲，守候着母亲的幸福和快乐，成为母亲健康长
寿的密码。

1 月 21 日开始，一场大雪持续落下，位于大
巴山脉的化龙山上，银装素裹，宛如梦幻的童话世
界。群山被洁白的雪覆盖，蜿蜒的山脊像是巨龙在
雪中舞动。 山间的松树，披着厚厚的雪衣，挺拔而
静谧。 阳光洒落，雪地折射出晶莹剔透的光泽，如

诗如画。静谧中，偶尔传有游人在皑皑白雪的公路
上嬉戏，给这冰雪世界增添了几分烟火气。站在美
轮美奂的雪景中， 仿佛置身仙境， 感到无比的宁
静，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和洗涤。

记者 李俊 摄

银装素裹化龙山

大大地地一一片片银银色色农农舍舍被被大大雪雪装装扮扮成成油油画画般般模模样样

雪雪景景美美如如画画

弯弯曲曲的的道道路路成成了了最最显显眼眼的的““蛇蛇””

树树上上、、地地上上、、草草丛丛中中都都是是雪雪

丰富的年货大集

义写春联

赶集

乡乡愁愁、、乡乡味味

杀杀年年猪猪

热热闹闹的的庖庖汤汤宴宴、、浓浓浓浓的的乡乡味味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