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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尧都区贺家庄乡苏寨村，人人都说张家有
位好儿媳。她用爱温暖了公婆，用感动传递着温
情，用孝心传递着好家风……她就是张英俊。

“两位偏瘫老人卧床多年，都半身不遂十年了，
如今不但能站起来，而且还能喂鸡、喂羊，干一
些简单的农活，简直是奇迹……”说起这件事，
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

“媳妇陪着锻炼比吃药还顶用”

为了探索老人“奇迹”康复的秘诀，5 月 8
日，记者走进尧都区贺家庄乡苏寨村张英俊家。
院落整洁大方，如今已经 74 岁的老人张红记正
在喂鸡，看起来身体硬朗，另外一旁的老伴儿吴
金凤正拄着拐杖往地里浇水，很难让人相信这
两位老人曾经偏瘫卧床多年，儿媳妇张英俊笑
着站在一旁鼓励两位老人。

怀着好奇，记者询问：“老人身体可以干农
活了吗？你不过去帮忙吗？”

“没事，我每天都陪他们锻炼锻炼，让他们
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对他们来说，比吃药还顶
用。”张英俊笑着做解释。让老人多锻炼身体，干
些简单的农活儿，能让老人有获得感，生活有动
力、有盼头儿。这种特殊的锻炼方法也得到了两
位老人的一致赞同。公公张红记说：“挺好的，孩
子还专门买来了这几只羊和鸡，我们没事的时
候就喂一喂，能活动筋骨，等鸡和羊长大了，也
能卖钱，一举两得。”

“比亲女儿照顾得还好”

回忆起当时卧病在床的日子，两位老人红
了眼睛。婆婆吴金凤泣不成声，公公张红记抹
着眼泪说：“她可真不容易啊，一心对我们好。
我们生病时，给买最好的药。为了给我们买药，
经常跑好几个代销点。”因为买药次数多，对每
种老人常用的药都了如指掌，如今的张英俊笑
称自己是“半个大夫”。

在张英俊嫁给丈夫不久后，1995 年，婆婆
吴金凤生了一场大病导致偏瘫在床。祸不单
行 ，2004 年 ,公 公 张 红 记 也 陷 入 昏 迷 ,偏 瘫 在
床。面对两位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张英俊暗暗发誓，一定要照顾好他们。上有公
婆卧病需要日日在床前照料，下有年幼的一双
儿女嗷嗷待哺，丈夫在外打工，当时的张英俊
只能自己挑起家里的重担。没过几年，丈夫的
哥哥也突发羊痫风，急需手术。

2004 年，为了凑出十几万的手术费，为了
养活一家老小，张英俊经营了一家小型养鸡
场 ，散 养 了 1000 余 只 鸡 。老 人 的 病 情 时 好 时
坏不稳定，一旦病情有恶化，张英俊就去山上
把老人接到养鸡场来照顾。一边要照顾老人，
一边要养鸡挣钱，她只能不分日夜地忙碌着，
用瘦小的身躯撑起整个家。

“当时两头都放不下，就一起来照顾。老人
生病了，就接下来，他们都戏称，说是来‘住院’
了。等老人身体好了，离开我的养鸡场就是‘出
院’了。”心酸的岁月，张英俊回忆起来早已云淡
风轻。

“有什么好吃的，第一时间会先给我们吃，

舍得为我们花钱。在照顾的过程中心
细、周到，比亲女儿照顾得还好。”婆婆
吴金凤说话有些含糊，但寥寥几字，一
旁的张英俊落了泪。

“用一言一行传承好家风”

“那你觉得辛苦吗？委屈吗？”记者问
张英俊。“不辛苦，照顾老人是我应尽的
义务。”张英俊笑呵呵地说，咧开嘴笑，露
出一口白牙。自始至终，这是张英俊给人

的印象，云淡风轻的笑容背后，却是曾经难
熬的艰苦岁月。

公公张红记感慨道：“她性格好，对我们
总是笑嘻嘻的，委屈都憋在心里，不让我们
担心。本来我们住在山上的窑洞里，但她担
心我们，就把我们接到身边照顾。你看，我们
住的这房子多好，从装修到家具都是她精心
布置的。”

在张英俊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门口
的院墙和客厅墙上贴着的 5 个大字：家和万
事兴。从一代传承到下一代，张英俊婆婆媳
妇四代人践行了孝敬老人的好家风。同时，
作为村里的妇女主任，张英俊尽职尽责，热
心帮助他人，以身作则，宣传敬老爱幼的好
风气。

“每家都有老人，每个人也都会老去。我
婆婆对她的婆婆很孝顺，照顾得很好。我对
我婆婆也应该照顾周到。现在，我有了儿媳
妇，她对我也很好。我现在的一言一行，影响
到了下一辈人。这何尝不是一种家风的传
承？”张英俊感慨道。如今的苏寨村，孝老的
好家风影响着每家每户……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

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的话放到千年

以后依旧熠熠生辉。百善孝为先，自古以来，

孝老爱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生活

中，由于在观点看法、做事方式、生活习惯等

诸多方面难免与父母有不一致，甚至有争

执，但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和颜

悦色的态度。

对于农村妇女张英俊来说，生活的苦难

磨砺着她，但她却报之于微笑和善意。面对

困难，她无惧无畏，只为老人展现质朴的笑

颜，自己受委屈也不吭声。让记者印象深刻

的是她的微笑和微笑背后躲进房间里偷偷

哭泣的背影。

农村媳妇在平凡的岁月里，绽放朴素而

纯真的爱；四代媳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弘

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养老、助老”

的传统美德。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人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到

农村乡风文明的塑造。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

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让所有

老人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在外的游

子，请回到农村、回到家乡，多为老人奉上一

杯热茶，氤氲浓浓的孝心；带去一声问候，流

露暖暖的爱意，说一声：“爸、妈，我回来看望

您了。”

本版主持人

本报讯（记者 祁 欣） 5月 16日，记者走进襄
汾县南高村老年日间照料中心颐德养老。见到
其宽敞整洁的院子和娱乐室里到处洋溢着其乐
融融的景象，老人们可以在这里惬意地享受晚
年时光。“住在这里，心情舒畅极了，看着院子里
的绿树红花，感受着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能感
受到家的温暖。”78 岁的李继侠激动地说。

据了解，随着当地外出务工年轻人的逐渐增
多，农村空巢现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缺乏子女的陪伴与照顾。为提升农村养老服
务水平，南高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颐德养老
的修建，解决子女不在身边、难以照料老人的问
题，既方便了南高村老年人的居住，也吸收周边

老年人的入住，让“留守”老人在生活上得到更
温馨的照顾。

院长刘怀玲介绍说，该养老院属于民营筹
资、运行托管的模式，是新形势下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管理模式的新探索、新创新。养老院的投
入使用，既为政府分忧，又给社会造福。

目前，中心建有房屋 85 间，可接纳 120 名老
年人入住。这里设有棋牌室、康复室、理发室、图
书预览室等文体娱乐活动室，极大地丰富了老
年人的业余活动，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使老年人能够幸福地
安度晚年，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村养老事业健
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范韶华）连日来，霍州市免费
为 35 岁至 64 岁农村妇女筛查宫颈癌，旨在提高
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和自我保健意识，进一步落实
重大公共服务项目，撑起农村妇女健康“保护
伞”。

从 2012 年开始，该市启动农村妇女普查普
治暨“宫颈癌”检查项目，探索建立以政府为主
导、多部门协作、区域医疗资源整合、全社会参
与的妇女“宫颈癌”防治模式和协作机制，提高
医疗保健机构的服务能力，通过宣传、健康教育
等方式，为推广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治提供科
学依据。

农村妇女宫颈癌免费检查项目是一项惠民

工程，也是妇幼健康计划的重要内容。今年该市
将对 3000 名农村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免费检
查，继续把这项惠及广大妇女的好事做实做好。
霍州市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农村妇女宫颈
癌检查领导组，出台《霍州市农村妇女宫颈癌检
查项目实施方案》，各相关部门统一思想、明确
目标、强化责任，全力做好宫颈癌筛查工作，积
极抽调技术水平高、思想素质好、作风过硬的专
业技术人员，统一集中开展业务技术培训，分别
在城镇周边农村、乡镇卫生院广泛宣传、组织到
位，认真开展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及时做好病
人的转诊治疗、救助帮扶工作，确保农村妇女宫
颈癌检查项目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王 婧）“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是
未来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近日，在尧都区汾河
平原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会，专家强调
道。据了解，此次培训由尧都区农业农村局、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召开，为进一步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减少农药化肥用量，推进该区现代农业发
展进程，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来自区、乡、村
三级农技人员以及种粮大户等 50 余人参加了培
训。

培训会上，山西省小麦研究所王克功副所长
就麦田杂草绿色防控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省
小麦研究所谢咸升博士讲授了汾河平原小麦主
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尧都区农业中心高级农
艺师田玉凤针对近几年灾害性天气频发的态势，

如何采取应对防控措施做了技术性分析。
新形势下，尧都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认真贯

彻“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到 2020年实现农药化肥
负增长”的精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
色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的提质增效。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探讨绿色发展路径，落实绿色发展
举措；加强示范引导。要因地制宜，组织统防统治
和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加快推广绿色防控产品，
提高统防统治水平；组装集成技术模式，推广绿
色防控技术。加强宣传培训。要采取技术培训、现
场指导、现代传媒等方式全方位宣传化肥农药负
增长的好经验、好做法，普及绿色防控技术和科
学用肥用药知识，增强农民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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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温暖乡间

本报讯（通讯员 宋九龙） 近日，汾西县前坡
村党支部借鉴“蜂巢式”管理理念，以党员为

“蜜蜂”，以党员干部责任区为“蜂孔”，以党支部
为“蜂巢”，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
的动力”作为工作导向，实行“5+3”工作方法，打
破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聚焦阶段性任务 ,找准
突破口 ,将党建工作的“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的

“硬增长”。
实施“5+3”工作法，是将党建工作和精准扶

贫有效结合的“最大公约数”。前坡村党支部着
力抓好五项工作：村党支部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舆论宣传工作和引导村民有序开
展自治建设，确保党支部始终处于统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核心位置。党员干部责任区重点做好
三件事情：一是倾听群众呼声，做好前期调查研
究；二是了解群众帮扶情况，及时跟进政策落实
进度；三是积极走访入户，及时发现苗头性问
题。

近年来，霍州市以“一村一品”为抓手，坚持“建基地、创品牌、强基础”的思路，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和现代农业，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图为该市辛置镇段庄村村民正在种植甜瓜。

本报记者 范韶华 摄

尧都区技术引领绿色生态农业

襄汾县南高村

建设农村养老幸福家园

霍州撑起农村妇女健康“保护伞”

汾西县前坡村党建工作“5+3”

“大家一起出力，让咱村更加美丽。”响应着号召，村民们纷纷拿起扫帚和簸箕去街边小巷打扫起来。近日，汾西县对竹镇北掌村“第

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蔡源龙组织脱贫户对北掌村、南掌村、野村3个自然村进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开展村里环境卫生打扫，对村民

房屋外进行除草，为百姓营造一个更加干净整洁的家园。 本报记者 王 婧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秦明忠） 5月15日上午，侯
马市小麦减施增效现场会在该市张村办大南庄村汾
河滩涂小麦种植基地举办。针对当地小麦生产存在
的问题，由山西省小麦研究所主持，临汾市植保
站、小麦研究所和侯马市农业农村局承担实施的
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汾渭
平原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
目，于 2018年开始在侯马市落地实施。

经过科技人员研究实验，集成组装出一套符合
当地生产实际的小麦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目前，侯马
项目示范面积1000亩，表现出良好的减施增产效果。

正值侯马一带小麦蚜虫等病虫害发生的高峰
期，按照项目计划，临汾市植保站站长、研究员李
霞，小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克功等人来到侯
马市。在该市小麦农药减施增效现场会现场，向小
麦种植户农民、各乡办和涉农部门干部和技术人
员，讲解了项目实施的背景和环境、实施农药减施
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小麦病虫害防治的具体技术
要领等，并发放了项目技术资料和农药，受到当地群
众的热烈欢迎。同时，现场会还进行了“飞防”（通用
飞机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观摩和小麦玉米保险
政策宣传活动。

小麦农药减施技术受欢迎

张英俊为婆婆换上了新衣服

乡村文明
范 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