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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真情·

■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本报记者 柏 松

早春，乍暖还寒。阳光斜射在不大的

阳台上，暖暖的。

“慢些，别紧张，再上一层，有我呢……”

2月19日，在淮南凤台县城关镇皇冠花

园小区 1703室阳台的一角，在一个带扶手

的 3层木制楼梯上，45岁的刘来贤从背后双

手托着妻子万文玲，轻声地鼓励着。

6年多前，一场疾病让妻子跌入了人生

的最低谷。刘来贤 6年多来如一日，无怨无

悔伺候床前，担起“顶梁柱”和“贤内助”双重

责任，用真情践行着“执子之手”的郑重承

诺，用行动诠释着“相濡以沫”的誓言，用真

爱重铸了妻子对生命的信心和希望。

“如果她不在了，这个家就
没了”

春阳洒在夫妻俩的身上，一股暖意弥

漫着整个房间。

来回几个循环下来，夫妻俩已气喘吁

吁，便坐在沙发上休息。“这几年，每天一

有时间，他就陪我一起锻炼。”万文玲说。

每天清晨 5:30 准时起床，买菜、做饭、

上班、陪练……这对刘来贤来说，已成为

常态。

刘来贤和万文玲当初是经同事介绍

认识的，于 2000 年步入婚姻殿堂。当时

刘来贤在凤台城区任教，万文玲在乡下教

书。虽然要两地奔波，但夫妻俩感情非常

好。随着女儿的降生，一家人其乐融融。

2016 年 7 月 20 日中午时分，万文玲突

然脸色苍白，昏迷了过去。刘来贤赶紧叫救

护车把妻子送进县医院。万文玲被确诊为

中风引发重度脑溢血，出血量达 53毫升，生

命危在旦夕。“如果她不在了，这个家就没

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来贤眼圈红了。

刘来贤紧急将妻子转入市里一家最好

的脑科医院。医生为万文玲做了开颅手

术。手术很成功。术后，万文玲昏迷了十

几个日夜。刘来贤分秒不离地守护在妻子

身边，看着昏迷的妻子，常常以泪洗面，实

在困极了，就趴在病床边眯一会。妻子醒

来的那一刻，刘来贤像被注入了强心针，所

有的疲惫荡然无存。“这些天，我唯一想的

就是你能快点醒来，哪怕是一年两年一辈

子，我都会守着你醒来……”病床前，抚摸

着妻子的额头，刘来贤轻声说。

醒来后的妻子，由于意识还不清醒，

不能主动进食，只能从鼻孔插管用注射器

注入流质食物。刘来贤想方设法用水果、

蔬菜榨汁，加上米粉、牛奶，每间隔 2 小时

给爱人喂一次。

半个月后，万文玲完全清醒，左边落

下了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这给万文

玲带来很大的精神打击，情绪上也十分低

落。“没事，放心吧，医生说了会慢慢恢复

的。就算是不能完全康复，我也会伺候你

一辈子，做你的拐杖……”刘来贤时常安

慰着妻子。

在那段日子里，刘来贤定时为妻子喂

水、喂饭、擦身、翻身、端屎尿……暑期结

束开学后，他为了不影响工作，极少请假，

白天让亲人到医院帮忙照看。一下班，他

就驱车百十里路赶回医院。刘来贤还四

处打听，寻药问医，只要得知哪里康复训

练做得好，就赶过去，学习康复方面的技

术要领，回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尝试着

为妻子做最基本的康复锻炼。

陪伴妻子拄拐锻炼

在主卧室的飘窗前，夫妻俩坐在小藤

椅上。刘来贤边给妻子剪指甲，边和她逗

着说笑。阳光透过飘窗，洒向万文玲幸福

的脸庞。

“这 6 年，我的手指甲、脚指甲都是他

给我剪，洗脸、洗脚也都是他帮我。”万文

玲笑着说。

2017 年 7 月 16 日，刘来贤给爱人洗过

澡，扶上床休息。谁知做过开颅手术近 1

年的万文玲突发癫痫，急促抽搐、口吐白

沫。刘来贤立即将妻子送到县医院。经

过治疗，妻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意识

却不如以前清醒，行动更难了。刘来贤将

妻子带到合肥继续治疗，并多次辗转上

海、南京求医问药。

为了给妻子治病，刘来贤花光了家里

所有的积蓄，实在没办法就从亲戚朋友那

里周转。他常常和妻子说，再难，都不会

缺你治病的钱。

住院治疗期间，万文玲的情绪还算稳

定，可出院回到家后，反而感到不适应。

“她以前是小学老师，整天都和孩子

们在一起，突然半身残疾，给她心理上造

成很大的打击。”刘来贤说。刘来贤除了

悉心照料妻子的吃喝拉撒外，每天早中

晚，再忙都要把妻子抱到轮椅上，推着她

到外面转一圈，阴雨天就在房子里转转，

和妻子聊天、说笑，安抚她的情绪。

那几年，刘来贤每天要照顾好妻子和

80 岁 的 老 母 亲 ，还 要 接 送 女 儿 放 学 、上

学。在凤台县实验二小，他不仅要带两个

班的课，还担负着学校教务管理工作。

刘来贤在手机里把妻子的电话号码

和微信都进行了置顶，以便能及时接到妻

子的信息。

2020 年，为了方便工作和照顾妻子，

刘来贤把房子卖了，买了一套与学校仅一

墙之隔的二手房。

刘来贤在本来就不大的阳台上安装

了一个 3 层木质扶手楼梯，给妻子买了根

拐杖，坚持陪伴她拄拐锻炼，还给妻子制

定了日常康复训练“课程表”，并告诉她，

必须在他的监护下才能自己锻炼。

在学校，每一个课间，刘来贤都会不

由自主地跑到学校的院墙边，透过铁栅栏

往家看一眼，“也不知怎么的，怕接到妻子

的信息，但看不到信息心里又有些慌乱。”

一次课间，刘来贤隔着栅栏，看到妻

子竟拄着拐杖一个人在小区里摸索着向

前走。刘来贤说当时自己既紧张害怕，又

心酸。说着，刘来贤的眼圈泛着红。

在刘来贤的贴心陪练下，万文玲的

身体日渐好转。

“没有大家的帮助，就没有
我的今天”

“不管遭遇贫穷还是疾病，我们都不

离不弃！”这是刘来贤常对妻子说的话，也

是他心中的誓言。

6 年多来，刘来贤几乎放弃了所有的

休息时间，推掉所有的应酬，一心扑在这

个 家 上 。 万 文 玲 说 ，自 己 病 倒 这 6 年 多

来，除了 2017 年那次突发癫痫外，没有生

过一次病，疫情防控 3 年来，也没有被感

染。“这 3 年，我担心就是她。每天下班回

去，我就把外套脱下放在楼下的电动车

上，进门前用随身携带的酒精喷壶，把自

己上上下下喷个遍。”刘来贤说。

“每次看到他疲惫的身影，心里特别

难受。就盼着自己快点好起来。”万文玲

常常背着丈夫，偷偷地一个人在家训练。

每一次起身，每一次挪步，万文玲都是咬

着牙。汗珠沁在脸上，希望徜徉在心间。

6 年多来，刘来贤精心照顾妻子的同

时，工作上也没有耽搁。凤台县第二实验小

学党总支书记詹岁祝介绍说，刘来贤多次被

评为“优秀教师”“先进教研个人”“优秀党

员”，是全市“教育教学竞赛能手”“教坛新

星”“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和首批“3361”

教育名师，多次面向全市、区、县上示范课。

“我和他共事了很多年。他是一个对

工作对家庭都尽职尽责的人！”同事詹岁

祝深有感触地说。

“这几年，他家里发生了不幸，但他在

工作中依然很乐观。”凤台实验二小教导

处副主任张奎说。

多年来，刘来贤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

活动，多次回家乡看望孤寡老人，关心关

爱留守儿童，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在 3

年抗疫期间，他常常主动请缨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

刘来贤被评为 2022 年第一季度“淮

南好人”，其家庭被评为 2022 年“安徽省

五好家庭”。

“6 年多来，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以及街

道社区干部都来家里看望慰问我们，亲戚

朋友也常关心和帮助我们。没有大家的帮

助，就没有我的今天，也没有这个家的今

天。我还要衷心感谢妻子，是她给了我一

个完整的家！”刘来贤动情地说。

如今，万文玲已经能够独立慢走，还

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闲暇时，刘来贤常

陪妻子读路遥的《人生》。他说，妻子最喜

欢路遥的作品。她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下

了最喜欢的书里的经典语录：“人生，没有

蹚 不 过 的 河 ；生 活 ，也 没 有 过 不 得 的 日

子。心有欢喜，世界便阳光灿烂……”

“不管遭遇贫穷还是疾病，我们都不离不弃”

·大众茶座·

■ 徐 海

拍短视频、玩电竞、跳街舞……

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很多老

年人紧跟时代步伐，打破传统观念

的藩篱，过上了“潮生活”。

未来 10 年，我国将迎来史上

最大“退休潮”，“60 后”群体陆续开

启人生的“下半场”。不同于以往

的“传统老人”，他们成长于改革开

放时期，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收

入和消费水平也有大幅提升，思想

观念更加开放，视野更加开阔。他

们对晚年生活的愿景已从单纯追

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扩展为老

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追求自我、发展自己的爱好、

遵循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成为越

来越多老年人的心中向往。去年，

青岛老年生活大学从老年人角度

出发，开设无人机、视频剪辑、芭蕾

形体、萌宠饲养等新潮、实用、有趣

的课程，让很多老年人踏潮逐浪。

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积极探索

社区文化养老，组建书法组、绘画

组、插花组等文体活动小组，深受

老年群众的欢迎。基于此，相关部

门应不断完善老年人教育、文化、

健身、交流等场所，推出更多适合

老年人的公共文化服务。

当青春的光照融入夕阳的余

晖，或许能迸发更多灵感。河南许

昌“95 后”小伙樊金林开办的养老

院被网友称为“最潮养老院”。他

的团队教会了老年人拍短视频、煮

咖啡等，以自身的“阳光朝气”温暖

了老龄群体的“夕阳迟暮”。年轻

力量的加入，把一些流行、时尚的

元素带入养老产业，使养老产业充

满朝气和活力。

“新老人”催生新蓝海。新时代

的“银发经济”既包括传统的衣、食、

住、行、用等实物消费，也包括健康管

理、养老金融等服务消费，还有文化、

艺术、体育、休闲、娱乐等属于“诗和

远方”的新型消费，为经济发展带来

新机遇、新动能。比如，发展老年旅

游、老年在线教育、老年智慧娱乐等

消费新业态，开发更多适老化产品，

不断满足老年群体个性化需求。

老年人也要主动融入时代大

潮，学习新技能、多交新朋友，把晚

年生活过得充实丰盈，演绎出不一

样的精彩。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助力老年群体过上“潮生活”

■ 本报通讯员 李艳龙

近日，在砀山县经济开发区幕天

冷链物流园，某贸易公司总经理刘虎

在电商平台上，向网友介绍砀山梨、

梨膏和黄桃罐头等家乡土特产。

今年 35 岁的刘虎是砀山县周

寨镇洪庄新村人，在 7 岁上小学一

年级的时候，不幸患上了类风湿关

节炎，后发展到全身关节强直，特

别是两个膝关节强直，导致走路行

动很不方便，双手活动也不协调，

脖子转动也不灵活，落下了残疾。

“你必须坚持上学，学会一门技

术，以后才能养活自己。”父母常这

样对刘虎说。在长期看病的同时，

刘虎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上完小学、

初中和高中，2012 年考上了北京科

技大学国际学院动漫制作专业。

上大学学习动漫制作时，别人 1

小时就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刘虎因

为手指不灵巧、动作慢，需要2个小时

才能完成，但他严格要求自己，不但

要完成，而且还要比同学做得更好。

2015 年 7 月，刘虎大学毕业，

在合肥市的一家艺术培训学校担

任美术教学工作，为准备参加高考

的艺术生进行线下培训。

“考大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

我这个重度残疾人都能做到，你们

通过努力也能考上。”培训中，刘虎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学生。

当了两年培训教师后，刘虎有

了一些积蓄，心里又有了更高的目

标：“我自小生病，疾病真是太让人

痛苦了。我要在医疗健康产业方

面发展，造福患者。”

2017 年，刘虎如愿当上了一家

药业健康集团在宿州市的地区经

理，负责市场开发、团队管理和线

下销售，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要通

过电商销售，帮助乡亲们卖农产品，

带动他们增收。”他创办了一家贸易

公司。创业过程中，砀山县残联推

荐他参加砀山县残疾人首届电商技

术培训，同时给予其资金帮扶。

刘虎利用“电商+直播”的方

式，推介砀山县生产的安全、卫生、

放心的农产品，并打造优质农产品

品牌，减少中间运输环节，直接把

农产品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降低

了 运 输 成 本 ，提 高 了 农 产 品 的 价

格，带动了农民群众增收。

自主创业，带动乡亲增收

■ 本报记者 朱 茜

在淮北市艾乡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产品展示厅，孙伟耐心地为顾

客介绍产品；在艾草试验田里，孙

伟细心地给村民和种植户讲解艾

草的药用知识和种植技术……日

前，46 岁的退役军人孙伟忙得不亦

乐乎。孙伟现任烈山区古饶镇草

庙村党总支书记、淮北市艾乡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艾草作为一种多年生草本药用

植物，因其特有的药食保健功能，需

求极为广泛。退役返乡后，孙伟看

到家乡漫山遍野的野生艾草，决定

从事艾草种植和深加工。

2019 年，孙伟在家乡烈山区古

饶镇流转土地 500 多亩，创办淮北

市艾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上了

乡下常见的艾草。“之前大家也种

艾 草 ，都 是 留 着 自 用 。 我 种 植 艾

草 ，就 是 想 带 领 大 家 将 艾 草 变 成

‘金子’。”如今，孙伟流转土地种

植艾草 4000 多亩，带动乡亲种植

艾草 3000 多亩，每亩增收 800元。

艾 草 种 植 ，孙 伟 心 里 有 一 本

经：研发杂交艾，结合本地气候、土

质特点，提高艾草亩产量；拉长艾

草的产业链，生产精油，加工艾条、

艾枕、艾包，做好艾灸康复理疗、养

生、保健……他一项一项抓落实，毫

不懈怠。

为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孙伟

成立艾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鼓

励乡亲们利用房前屋后零、散、荒地

种植艾草，带动了150多户村民种植

艾草。合作社免费提供艾根，并订

单式回收艾草，推广技术支持。

在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帮

助下，孙伟申请拿到了艾草种植项

目 200 万元担保贴息贷款；在古饶

镇 政 府 帮 助 下 ，他 享 受 到 经 营 场

地、水电减免、投融资等优惠服务；

在农水、科技部门技术指导下，他

争取到了艾草深加工、市场拓展、

金融、财税等方面帮助……

目前，孙伟经营的公司已与多

家单位和经营商户达成合作，同时

开 辟 了 阿 里 巴 巴 等 线 上 销 售 渠

道。“公司线上已出售有 27 个品种

的产品，代加工 30 多种，有近 60 个

艾草产品生产。”孙伟介绍。

公司还与淮北师范大学签订

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成立艾草研

究中心，合作研发具有本地特色、

亩产高、质量优的艾草，打出品牌。

该公司已两次荣获全省退役

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淮北赛区）一

等奖。“我们要将产品推向全国，带

领大家共同富裕。”孙伟说。

小小艾草种出致富“黄金叶”

投稿邮箱：wxyrsbw@126.com

妻子从躺在床上、坐着轮椅，到能够独立慢走，离不开他6年多来的精心照顾。他
的家庭被评为2022年“安徽省五好家庭”——

乐享春光

万文玲现在左半边身子依然在康复中，每天穿鞋袜需要丈

夫刘来贤帮助。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摄
2月 19日，刘来贤陪万文玲看书。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摄

▶ 2 月 15 日，合肥市蜀山区

绿轴公园梅花盛开，不少市民

前来观赏。

本报通讯员 陈三虎 摄

▶ 2 月 18 日，黄山市新安江

歙县杏村段江面上的野鸭成

群嬉戏觅食。

本报通讯员 徐 明 摄

◀ 2 月 18 日，淮北市民在南

湖国家湿地公园游玩。

本报通讯员 王 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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