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有暗香来
通讯员 彭茜

宾伟英：

在安康这座洋溢着温情的城市中， 一位来自广州的
女性，以她坚韧和无私的爱心，为“孝老爱亲”这一传统美
德注入了最为生动和鲜活的内涵。她也如她的名字“宾伟
英”一般英雄而伟大。

宾伟英与丈夫的缘分，跨越了辽阔的山水。 2004 年，
两人在广州务工时相识，从相知走向相爱。 2006 年，他们
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随后爱情的结晶降临。 那段时光，
他们留在广州，共同为这个充满爱的小家拼搏奋斗。从最
初的务工，到后来勇敢地摆摊创业，日子虽忙碌却满是甜

蜜与希望。 2017 年，公公婆婆年事渐高，腿脚行动
愈发不便，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他们带着孩子
毅然返回了安康汉滨区长征村， 一切都重新开
始。

回到家乡后， 生计成了摆在眼前的头等大
事，没有稳定工作，孩子又到了上学的年龄，养家
糊口是最基本的需求。 于是，宾伟英的丈夫主动
扛起了家庭经济的重担，一边开出租车，一边摆
摊卖面包，身兼两份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也算安
稳平静。

命运的齿轮却在毫无征兆间陡然逆转。 2024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交通事故，无情地夺走
了丈夫的生命，瞬间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拖入
了黑暗无底的深渊。 宾伟英仿佛陷入了一场永远
无法醒来的噩梦，悲痛欲绝，肝肠寸断。 宾伟英的
身世也颇为坎坷，娘家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 她
一岁多时，亲生母亲便离开了人世，自幼跟着外
婆长大。 12 岁那年，父亲再婚，继母对她关怀备

至。 可命运似乎并未眷顾她，2018 年，父亲患上糖尿病，
还经历了两次脑梗手术，如今因糖尿病并发症左腿截肢，
半边身子瘫痪在床。无尽的无助感和无力感，如潮水般向
这个坚强的女人涌来。

然而， 在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 孩子人生的关键时
刻，以及年迈公婆那充满绝望与无助的面容时，特别是行
动不便、 连正常行走都成为难题的公公， 她决定振作精
神，深知自己不能轻易被悲伤所击垮。她必须坚强地站出
来，成为这个摇摇欲坠家庭的支柱，为家人提供庇护，抵

御风雨。
白天都被无尽的家务和悉心照料家人的琐事填得满

满当当。 她认真打扫房间，仔细擦拭家具，让家中始终保
持着整洁干净，日复一日，从未有过抱怨。 婆婆已 80 高
龄，90 岁的公公腿脚不好行动极为不便。 照顾公婆时，她
总是那么细心、耐心，认真倾听他们的每一句话，
哪怕只是些琐碎的回忆，她也会认真回应，给予老
人充分的尊重与关爱，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她总
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行动不便的公公到门外，让
公公晒晒太阳，感受温暖的阳光。

在教育孩子方面，宾伟英更是费尽了心思。 尽
管生活疲惫不堪，压力巨大，但她每天都会坚持早
晚接送高三的孩子上学放学， 想尽办法让孩子能
够安心学习。 她会给孩子讲述自己在广州的童年
趣事，教育孩子要善良、勇敢，要有担当。在她的悉
心教导下，孩子乖巧懂事，学习踏实，成为她在这
艰难生活中最大的慰藉和支撑。

“有人劝过我，让我回广州娘家，说何必留在
这里承受这么重的压力，但是我肯定不能走啊，孩
子在这里，公公婆婆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需要
我继续照顾他们……”宾伟英眼含泪水，哽咽着向
笔者倾诉道。 即便生活的压力几乎要将她压垮，但
她依然凭借着自己柔弱的身躯， 为家庭撑起了一
片温暖的天空。她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默默付
出，深刻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丰富内涵，她所展现出
的强大精神力量，源自对家人无私无尽的爱，源自
对家庭责任的勇敢担当， 更源自内心深处对家庭

价值的执着坚守。
她的故事，就像一束明亮而温暖的光，照亮了周围每

一个人的心灵，激励着大家在面对生活的重重困难时，始
终坚守爱与责任， 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代传承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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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里的“铁娘子”
通讯员 向超

柯玉兰：

三月的旬阳市棕溪镇还裹着料峭春寒， 后坪梁的薄
雾中隐约传来锄头与石土相击的脆响。 柯玉兰裹着褪色
的碎花头巾，弯腰将竹筐里的薄膜仔细铺在育苗棚上。 她
残损的左腿陷在泥里，右腿却像扎了根的枣树桩般稳固，
沾满黄泥的手在晨光里一起一伏， 给沉睡的土地绣上春
天的第一道针脚。

“玉兰姐，这苗床垄得比尺子量得还直呀！ ”路过的村
民华向库扶着锄头感叹。 柯玉兰直起腰抹了把汗，眼角的
皱纹里藏着笑意：“烟农的手脚就是尺，心里装着收成，地
垄自然不歪。 ”这话更像是她二十年种烟生涯的注脚———
自从二十年前在荒坡上栽下第一株烟苗， 这个走路深一
脚浅一脚的女同志， 硬是靠着刚强的意志在命运的山梁
上蹚出了笔直的路。

在棕溪镇矾石村的烟田里，总能看到这个单
薄却倔强的身影，她手握锄头，专心细致地在地
里给烟草育苗。 这个被乡亲们称为“女能人”的农
家妇女柯玉兰，即便腿脚残疾，也宛如坚强的勇
士，在致富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先天性下肢残疾让柯玉兰行走踉跄，丈夫常
年体弱多病，生活的重担早早压上她的肩，日子
过得紧紧巴巴。 在这样一筹莫展的生活状况下，
镇党委、政府号召大家大力发展产业，村干部带
着各类种烟的惠农政策走进柯玉兰家。 柯玉兰的
内心五味杂陈，她既兴奋又担忧。 种烟对一个常
人而言都是颇具挑战的农事，更何况她和丈夫这
种身体状况。

然而，经过多天的深入思考，柯玉兰没有被
困难吓倒。 她心中那股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如同
火苗一样越烧越旺。 她主动找到村干部，想在本

组后坪梁栽种烤烟。 柯玉兰并非盲目决定，她本身有着种
植烤烟的经验，并且后坪梁这块地方独具优势，海拔高且
昼夜温差大，是一块种烟的好地。 “只要人不懒，勤快一
点，我们争取干出个样儿来。 ”在她的再三劝说下，家里人
也逐渐被她的信心和决心所感染。

搭建工棚，整地复垦，育苗，移栽，为了方便干活，她
和丈夫索性将家都搬上了后坪梁。 镇村领导被她这种精
神所感动，为她们挖通了到烟地的公路，解决了栽烟的交
通运输问题，这让柯玉兰的信心更足了。 她尽心呵护着自
己种植的每一株烟苗，在无数个清冷的寒夜、在无数次跌
倒的路上，她始终坚信要自立自强做出成绩来，要把日子
过在人前。

盛夏的烟田翻涌着翡翠般的浪， 柯玉兰穿梭在齐腰
高的烟株间打顶抹杈。 她的草帽被晒得发烫，汗珠顺着晒
红的脸颊滚落，在烟叶上折射出细碎的光。 丈夫背着药桶
在后面喷洒农药，看着妻子一瘸一拐却异常稳当的背影，
忽然想起她年轻时绣嫁衣的模样———针脚细密， 整齐划
一，就像现在这些横平竖直的烟垄。

秋收时节，烤烟房里飘出第一缕焦香时，周边烟农都
循着香味聚到后坪梁。 柯玉兰揭开烤房门时，金灿灿的烟
叶让人群发出惊叹。 烟站的技术员连声叫
好：“油分足，颜色正，至少能定个中桔二
等级！ ”一起来“凑热闹”村民华向库看到
这一幕，他心动了。 这个曾对烟草产业不
置可否的庄稼汉，亲眼见证柯玉兰如何将
皱巴巴的烟叶变成“金叶子”，特意待烟草
收购结束后，来多次取经。 而今他家的地
头上，三十亩耕地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播
种、覆膜，像极了当年柯玉兰在地头栽下
的第一茬希望。

一年又一年，一片片“黄金叶”，铺就
了柯玉兰的致富路，现如今柯玉兰一家也
在集镇上安了家，20 多年间，从十几亩种
植地到现在的 60 亩， 从夫妻二人到现在
用工 10 余人， 从贫困户到现在的致富带
头人，柯玉兰用残疾的身躯托起生活的希
望，用真真切切的汗水，让烟田长出“金叶
子”。

现在的矾石村，连娃娃都知道后坪梁
有位“铁娘子”。 春耕时总能看到晨雾未散

的山路上，柯玉兰在前面领队，身后跟着七八辆载满烟苗
的农用车。 车斗里翠绿的幼苗随风轻晃，如同扬起一面面
生机勃勃的旌旗。

柯玉兰的故事， 正如那些向阳生长的烟苗———风雨
折不断向上的渴望，残缺遮不住生命的光芒。 她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书写着自立自强的精彩篇章，彰显了身残志坚
有担当，自立自强绽芳华的风采。

柯玉兰

宾伟英

清晨的鸟鸣传入梦乡，杨正安睁开眼睛，一把拉开窗
帘，习惯性地瞅向对面平平顺顺躺在床上的父亲，他听到
了父亲均匀的呼吸，看到了父亲慈祥的面庞，心生欢喜，
为几近植物人的父亲又挺过一夜、 迎来新的一天而感到
高兴。

2016 年冬天的一个寒夜，独居的父亲杨春选点燃无
烟煤取暖，然后关了门窗睡觉。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了，邻
居见他既没开门又无应答，便打开窗子探视，发现他倒在
床下，立即破门施救。在外打工的杨正安马上赶回来到医

院护理。 然而，由于中毒过深，父亲虽能睁开眼睛，表示
“醒过来了”，但自此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成了传说中的
“植物人”。

一个当过兵、立过三等功的退伍军人，在老伴去世后
带领两儿一女撑起家业，且义务为乡亲们担当“水电工”
的老党员，刚过 62 岁，正要安享晚年时，却在睡梦中静静
地倒下了！

时年 35 岁，同样是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的杨正安，看
着病床上的父亲和围在身边的亲人， 毫不犹豫地给弟弟

妹妹说：“你们安心打工、成家立业，我是
老大，有责任在家照顾父亲！ ”

从医院回家那天， 为了方便出行，他
把父亲背上弟弟在公路边新楼房里腾出
的二楼， 选择东边的房子作为父亲的卧
室，便于通风透光，并遵医嘱买了能升降、
有围栏的病床，以及医用级的被褥、垫子、
塑胶尿片，配备了一应齐全的换洗、卫生
用品。 而他自己，则在父亲对面的墙边支
了张一米二宽的简易床。弟妹劝他住到隔
壁，不然气味难闻、休息不好。 杨正安说：
“从此我就是父亲的贴身护工， 只有住在
一起，才能照料到位！”就这样他用自己的
青春之光，为父亲点亮日月星辰。

清早，他兑好一盆温水，轻轻地给父
亲洗了脸，擦干后又去擦洗刮成光头的头
皮，接着给父亲刮胡子、剃头发。再换一盆
温水，慢慢地给父亲擦洗全身，生怕伤了
一点皮肤。 因为久卧于床的父亲皮肤易
伤，不易愈合。隔了几分钟，他用小勺轻轻
撬开父亲嘴角的牙齿，喂上半杯温水。 然
后给父亲换上干净的卧具，才打开半边窗

子，既要给房间通风透光，又不能让父亲伤风感冒。 煤气
中毒的病人，肺炎严重，一旦感冒，即会加重，就有生命危
险。

九年的护工生漄，让杨正安不仅厨艺精湛，而且在观
察、走访与总结提高中，为父亲做出了既有营养，又好消
化的一手好菜饭。 早餐，他依据自定的流食、营养餐标准，
在煮麦片时，加入了奶粉、鸡蛋，因为稀饭营养不够，喝奶
容易拉肚子。午餐，他将猪牛羊鸡鸭鱼等动物肉分别打成
肉末，每顿选一种，与大米、小米、玉米珍、新鲜蔬菜搅在
一起，用高压锅做粥。晚餐，他用酸、甜味道不等的菜烩面
片，熬成面糊来喂。 每一顿饭都是大半碗的量，却要喂半
个小时，他必须每次少盛一点，以利保温。

上午和下午，各喂两次温水、一次果汁。 喝水有利于
消化、排泄，但不能尿在床上，这样既不干净又容易感染
褥疮。 穿“尿不湿”对皮肤不好，他向医生咨询，在网上采
购了尿套。 果汁能补充水分和营养，尤其在滋养皮肤和润
肺上胜过药疗。 为此， 杨正安每隔两天都要骑摩托车进
城，给父亲选购新鲜水果。

每晚三次翻身， 是必修课。 杨正安经过两个月的摸
索，找到一个规律：父亲需要每隔三个小时翻一次身，这
样， 不至于四肢僵硬和皮肤生疮。 他最怕父亲皮肤生疮
了，每生一次，哪怕再小，没有一个多月的消毒、清洗、敷
药，是不会痊愈的。初时没有经验，父亲生过几次疮，让他
悔断肝肠。 后来，当他在医院亲眼见到有的病人因此而断
送性命，他就千方百计地学习知识、精心护理，避免了生
疮。白天，每隔两小时按摩一次、三小时翻身一次，他都习
以为常了。 晚上怎么办？ 他于夜间九点睡觉，十二点、三
点、六点各翻一次，经过半年训练，做到准时准点的自然
醒。

卧床不动的人，容易生病。 杨正安除了备好常用药品
外，还买了吸痰器、通便药，坚持给父亲每两天吸一次痰、

通一次便，及时消除疾患。 一遇生病，他便拨打 120，送进
医院治疗。 为了一入院就有床位，他每次都是先问清、再
动身，九年来跑遍了城区的市级、区级医院。 几乎每个医
院的接诊大夫都说：杨春选能活到今天，真是个奇迹！ 杨
正安也知道，与父亲那次煤气中毒，同月入院抢救的六个
病人，一年之内都死亡了，其中一对能说话、会走路的夫
妻三个月之内就去世了。 他也觉得父亲命大，但知情的人
都明白，这是他照料得好！

杨正安生于 1981 年， 有一弟一妹。 他于 2000 年至
2002 年在三门峡当兵，因表现优秀成为预备党员，退伍回
村后勤劳治家、乐于助人，按期转正。 后到广东、江苏等地
务工，进过工厂，当过保安。 本想挣点钱回来盖房子、娶媳
妇，不料 2011 年初母亲病重、父亲因高血压、着急心慌而
患上脑梗， 他立即辞工回来照料二老。 母亲于这一年病
故，父亲病情加重，他就安心在家，专心护理。 眼见父亲恢
复健康，生活自理，他于 2016 年春到深圳务工。 不料父亲
于那年冬月煤气中毒，成了植物人，他从此就成了父亲的
贴身护工、家庭医生，至今没能娶妻成家。 弟弟妹妹感谢
他的付出，他感谢弟弟妹妹的支持，兄妹一片孝心，用爱
为父亲延年益寿。

杨正安默默无闻护理父亲的事迹，慢慢传过黄洋河、
传进安康城。 安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有关方面上门慰
问， 汉滨区委书记登门看望， 张滩镇及双井村树立他为
“孝老爱亲”模范，把他的事迹制成展板，树立在两口百年
古井旁的“孝义文化长廊”，让村民们明白“饮水思源”的
道理，携手打造孝老爱亲的村风。

春分前夕，安康中学初中部的 8 名学生慕名来访，开
展观摩学习活动。 当看到头已谢顶且有华发的杨正安乐
此不疲地围绕着父亲，井然有序地忙了大半天，他们哽咽
着叹其不容易，敬其心灵美。

寸草春晖孝意浓
通讯员 李焕龙

杨正安：

杨正安

村村民民们们正正在在烟烟田田忙忙碌碌

宾宾伟伟英英为为婆婆婆婆梳梳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