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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秋芝给公公端来热饭

徐秋芝背着公公进家

人好州汝

敢 背“ 傻 ”公 公 的“ 俊 ”媳 妇
———访大峪镇邢窑村好媳妇徐秋芝

●刘军严

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家相夫教子、勤劳持家，在外大字不识，却全票当选为村民小组组长。更让人赞不绝口的

是，她一个身高 米的农家媳妇却能背起一百来斤的公公一口气跑上小一里。

醉美大峪十月天，天蓝云白，满山红叶，黄杨

散发着金光，红柿高高挂在枝头……在这多彩的

季节，笔者于近日伴着红叶黄杨来到了大峪镇邢

窑村，寻访那个能背“傻”公公又被群众竖起大拇

指称赞的“俊”媳妇———徐秋芝。

从大峪镇政府出发，沿着蜿蜒的靳马线，欣赏

着路边的红叶黄杨，大约40分钟，我们就来到了邢
窑村西坡组徐秋芝的家门口。门口一片绿油油的

菜地，白菜、萝卜、菠菜、蒜苗、小红椒，还有红艳艳

的圣女果。不巧的是，她家大门紧闭。让村支部书

记邢伟和她联系后，方知徐秋芝娘家老母亲生病

了，她一大早赶往观音堂娘家去看望老母亲。村支

部书记和徐秋芝说明来意，很快徐秋芝传来消息，

说她已经安顿好了老母亲，现在找人把她送回来，

让我们等一会儿。

遭遇闭门羹，田间地头访真情

站在徐秋芝家门口，晒着秋日暖阳，我们从邢

伟口中得知，徐秋芝其实与公公、大哥分家另住，

但由于大哥长期在外漂泊不顾家，徐秋芝十几年

如一日，照顾公公就像自己的亲爹一样，她背公公

的事在乡邻中更是传为佳话。

和村支部书记聊了徐秋芝的事，我们对徐秋芝

有了初步认可，但是还心存疑虑。这时，我们看见前

边地里有几个群众正在干农活，就忍不住前去询问

求证。

“大叔，你认识徐秋芝吗，她平时为人咋样？”

“你们是说秋芝呀，住一个生产队，咋会不认

识，那人一个字‘轩’，不管是对她公公还是以前对

她婆子，好得很！”在田间劳动的71岁邢昌老汉乐
呵呵地说。

“大叔，你能具体说说咋好吗？”

“她公公一天三顿饭，都是秋芝做好端到跟

前，脏衣裳都是人家秋芝洗的，还有下雨都是人家

秋芝把他背回家的。还经常给她公公买面包、买

奶，多了去了。”

“你见过秋芝背她老公公吗？”

“见过不是两三回了，人家秋芝啥也不说，就

是好。”

通过笔者和老汉的一问一答，笔者对徐秋芝

又增加了一份肯定。

邢昌老汉赶着忙活，和我们说完这些就走了。

“你们是干啥的？找秋芝吗？”正在我们无聊

等待之时，从秋芝家对面走来一位农家大哥和

我们搭讪。

“是呀，我们是想采访一下徐秋芝，她还没

有回来。你认识她吗，她平时为人咋样？”我们搭

腔道。

“秋芝为人老好了，她待谁都一样，没有心

眼，乐于助人。她公公84岁了，有点老年痴呆，

腿又不好，整天还好到处跑，每到吃饭时，秋芝

就要出去找。好天还行，一遇到下雨天，她公公

走不成，秋芝就背着她公公往家跑。她公公也

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咋的，硬撑着，背他就更

不容易了。那一次秋芝把他往外背，我见了，就

主动帮她，我一个大劳力都觉得吃力。有一次，

她公公小解解不出来，秋芝啥也不嫌弃，解开

老公公的裤子帮他小解，这种事亲闺女也不一

定能做，平时洗脏衣裳更不用说了。去年，她老

公公做白内障手术，人家医生问她丈夫换啥样

的，她丈夫没说，她就抢着说：‘换最好的，我们

不怕花钱。’秋芝还是我们组全票当选的组长，

只要村里有事，她自家的活先撂下，挨户通知

完，然后才干自己的活……”那位农家大哥叫邢

朝国，讲起徐秋芝的事滔滔不绝。

在我们和邢朝国聊天的时候，一辆摩托车戛

然停在了路边，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朴素、身材不

高的中年农家妇女。村支部书记告诉我们她就是

徐秋芝。

初遇真人面，忙碌不断见人品

“我也不知道你们来，早上娘家说我娘生病

了，我就赶紧回去看看。山里凉气大，赶紧回家坐

吧。”徐秋芝见到我们后一边开门一边说。

“我啥也不会，啥也没有做，只是对俺爹尽到了

做儿媳的责任，村里非报我当好媳妇，我不让报，村

里还是报了……”徐秋芝让我们进家后害羞地说。

刚进家门，迎面看到一个塑料布搭的水池，里

面是她刚过完的红薯粉，就她一个人在家，昨天刚

过完，粉子已凝结了还没来得及把水放掉。门边地

上还放着一堆红薯，三轮车上放着两大篮子红柿，

楼梯间放着半编织袋花生，灶间、堂屋收拾得干干

净净。她一边给我们搬凳子，一边让我们吃花生、

红柿。

我们拗不过她的硬让，只好接了一个红柿坐

在小板凳上品味，软软的柿子吸进口，甜甜的味道

沁心脾。不时飞来几只蜜蜂，正当我们疑惑时，村

支部书记告诉我们，徐秋芝很能干，自己在家养了

蜜蜂，很实诚，从不掺假，她家的蜂蜜外来游客很

喜欢。我们带着好奇跟着秋芝上了她家的平房顶，

两边厦房一边堆满了玉米，一边整齐地摆着蜂箱，

有二三十箱。

蜂蜜好吃，蜜蜂难养。养蜜蜂是门技术活，养蜜

蜂也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为了养好蜜蜂，她不知道

被蜇了多少次，手、胳膊、脸、脖子都被蜜蜂蛰得肿

了大红包，但她没有气馁，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

她终于养成了，并且学会了打蜂蜜等技术。现在她

的蜜蜂由刚开始的三五箱发展到近三十箱。“宁愿

少出蜜，哪怕是不出蜜，也绝不能掺杂施假。我家蜂

蜜保证假一赔十。”她家的蜂蜜坚持不掺假，保证原

汁原味，一斤卖50元，销路很好。
看完她的蜜蜂，听完她讲述养蜜蜂的艰辛，我

们一起下楼，坐在她家大门口，晒着暖暖的太阳，

开始拉起家常。

静心谈往事，家长里短见真情

徐秋芝，48岁，住大峪镇邢窑村西坡组。全家4
口人：54岁的丈夫盛天东在外打工，26岁的儿子盛
振杰在江苏打工，15岁的女儿在技校上学。他们与
公公、大哥分家另住，但她大哥长期在外漂泊，照顾

家的担子转了一圈最后又落在了徐秋芝一人身上。

2009年，婆婆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市第一人民
医院抢救。她在抢救室外哭成一个泪人，跪在地上

求医生，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把婆婆的命救回来。也

许是媳妇凄厉的哭声，唤醒了昏迷的婆婆，婆婆终

于醒来了。秋芝整天在婆婆病床前端饭喂药，洗脸

梳头擦身子，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同室的病友羡慕

地说：“谁要能娶上这样的媳妇，真是上辈子烧高

香了。”一个多月后，婆婆终于痊愈出院了。2012年
婆婆去世前，拉住秋芝的手泪流满面地说：“你真

是俺亲闺女啊！”

2012年起，公公盛长善患脑梗塞、心脏病、白
内障、老年痴呆，先后多次住院。秋芝自己也有心脏

病，天天不离药，丈夫腰椎间盘突出，无法干重体力

活。2014年6月，公公由于长年劳累，得了严重的腰
椎间盘突出，不能下床走路。这让本来就不富裕的

家，又一次陷入困窘。体弱多病的丈夫只好外出打

工挣钱。秋芝自己在家喂了一头母牛，夏天赶着牛

上山放，冬天在家铡草喂，农闲时上山采药、摘野菊

花，后来开始养蜜蜂……为了撑起这个艰难的家，

她每天起早贪黑，做饭、送孩子上学，给行动不便的

公公熬药、喂药、洗衣服、擦屎端尿、擦身子、剪指

甲，精心伺候。她怕公公躺在床上寂寞，就给公公买

了收音机、电唱机。公公由于双眼都得了白内障，一

点东西都看不见，为了减少磕碰，她每天都要把饭

菜盛好端给公公，一天三顿，一年365天，从不嫌烦。
公公盛长善年轻时当过兵，走了大半个中国。

年老了，也静不下来，虽然腿脚不利索，可是吃完

饭拿上拐棍就往外跑。有一次，老人跑到山上，下

了大雨回不了家，又没带雨具，秋芝回家后发现公

公不见了，她问遍了左邻右舍都不知道他去了哪

里，她连忙翻山爬坡，冒雨四处寻找，找了一个多

小时才找到。见到公公她哭着说：爹，我没照顾好

您，让您老受罪了。说完这些话，她不顾公公的反

对毅然用自己弱小的身体背起了公公往家赶，路

上滑倒了不知多少次，到家之后，秋芝已染成了泥

人，而公公安然无恙。

2016年腊月初二下午，秋芝到山上给牛割草，
傍晚回家后发现公公又不见了。天渐渐黑了，她拿

着手电筒在山坡上边找边喊。找到夜里快十点的时

候，终于发现了蜷缩在小沟里的公公。她扶着公公

说：“爹，您跑到这儿干什么呀？”她公公笑着说：“来

玩哩。”她听后又好气又好笑。为了尽快把公公带回

家，瘦弱的她把公公扶到一块石头上，让他搂住自

己的脖子，趴在背上，打着手电筒，背着公公一步步

挪下了山。回到家后，她大汗满身，气喘吁吁，也顾

不上休息，赶紧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一勺一勺

喂公公吃。把公公安顿好后，她又开始给牛饮水，洗

洗刷刷，躺在床上已是深夜12点多了，她的身子像
散了架似的，瘫在床上。几年来，她把痴呆的公公从

外边背回家的事，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当别人问

秋芝的公公，你媳妇儿待你怎么样时？他虽然记不

住别的事儿，但他却会竖起大拇指脱口而出：“好！”

久病床前无孝子，老人身边有孝媳。几年来秋

芝不离不弃，不怕脏，不怕累，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精心照料着久病的公公。为了给公公补足营

养，每天一个鸡蛋，一包牛奶；冬天天气晴好时，她

把公公从屋里背到外面晒太阳；夏天，她把公公背

到树荫下乘凉，她想方设法让老人生活舒适。去年

有一次公公像小孩一样说：我想吃酸枣。秋芝听后

二话没说，收拾完家务，挎上篮子跑到后山就去给

爹摘酸枣，枣树刺把她的手扎破了，她不吭一声，

拔出刺，继续摘，摘了半篮子又红又大的酸枣。回

家的路上，她还顺便拾了一捆柴背着，一不小心摔

倒了，腿上蹭破了一大块皮，鲜红的血顺腿流下，

她擦了擦，顾不得疼痛一溜小跑赶回了家，扔下

柴，把酸枣给公公吃，公公吃着又酸又甜的酸枣，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每次赶集回来，她总忘不

了给公公带一些好吃的，看到公公满足的笑容，她

心里就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感。有好多次公公大便

了一裤子，不好意思，把裤子藏在床下，秋芝找到

后，毫不犹豫都拿出去洗了。“虽然他没生我养我，

但是他生养了我的丈夫。丈夫不在家，儿媳妇就应

该尽这义务。”徐秋芝坚定地说。

“听说你还是你们组的组长，你干着咋样？”

“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当组长现在都需要填表、

会电脑，我啥也不会，真的很作难，我也推辞好多回。

村干部让我干，社员也让我干，还有填表啥的村里、

组里他们帮我。推回数多了，也觉得过意不去，就只

好硬着头皮干了，村里通知会我就跑快点，村里安排

任务我就挨家挨户去通知，遇到自家的活，先放一

边，等忙完工作，再回家干自己的。既然干部、社员都

信咱，咱就尽最大力气干好。”徐秋芝说。

不知不觉，已经中午。“我得赶紧做碗饭给我

爹送去，早上走时告诉他中午怕回不来，给他准备

了奶和面包，我做碗热饭给他端回去，他吃了比干

粮舒服。”说完这些话，徐秋芝就开始忙活做饭。十

几分钟，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条做好了，我们尾随秋

芝来到她公公住处。

恰逢送饭时，又见媳妇背公公

徐秋芝的家住在大路边，她公公住在老家。

尾随徐秋芝过了公路，走了一段蜿蜒小道，上一

个小坡，来到了她公公家。“我爹又不知道跑哪

了，你们等会儿，我去找找。”一进门徐秋芝就告

诉我们。说完就往后山跑。随行的两名年轻人拿

上相机，跟着就往后山跑，想看看啥情况。我们

几个只好在她家门口继续等。20分钟左右，追赶

的两名年轻人打电话说人跟丢了。我们怕两位

年轻人迷路，让他们原路返回。焦急等待了10分
钟后，两位年轻人打电话说他们看见了一个人

从山坡的另一面出来了，还背着一个人，估计就

是徐秋芝。我们在门口又等了约20分钟，听见了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来得及想咋

回事，就看见一个人背着一个老人匆匆拐过弯

朝家里“跑去”，手里还拿着一个拐棍一个袋子。

回过神才发现原来是徐秋芝把她公公背回了

家。“她跑得真快，背个人我俩都差点追不上。”

两位年轻人喘着粗气说道。

徐秋芝把公公背进堂屋，放在椅子上坐好。然

后才拿出毛巾擦了一把汗，顾不上喘口大气，赶紧

把饭端给公公。公公说渴，先喝奶、再吃饭。她赶紧

跑到屋里给公公取了一瓶奶，打开盖递给了公公。

公公喝了几口，放在桌子上，然后开始吃饭。

“你的饭香不香，奶好喝不好，你儿媳妇对你

咋样？”老人吃完饭后，一位随行来的同志看着老

人乐呵呵的笑脸忍不住问道。

“饭香，奶好喝。对我好、好。”徐秋芝的公公笑

呵呵地回答着，并不自觉地竖起一根大拇指。

“我们看你背着你公公跑得那么快，你不累

吗？”

“咋会不累呀，我又不是年轻小伙子。这晴天

还好点，路也不滑，我们慢点就行。遇到下雨天，路

滑坡陡，也跑不快，一趟下来，腰酸腿软，有时感觉

就像腰折了。”

“那你咋还背呀，放下来扶着走不就行吗？”

“好天还行，雨天路滑，俺爹本来腿脚就不好，

怕他再摔倒。”

“家有一老，就是一宝，80多岁的公公就是我
家最珍贵的宝。他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就像个

孩子，得哄着他。他厉害就让他厉害，他怪（发脾

气）就让他怪。衣裳脏了就给他洗，他吃不动硬的，

就给他买面包。人都有老的一天，对他好了，他的

精神就好，就不会生病，他不生病我们就能放心干

活，也不用受累，这多好呀。”徐秋芝告诉了我们她

心中朴素的孝老道理。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受她的耳濡目染，两个

孩子小小年纪就充满了孝心、爱心。每次孩子回家

买好吃的，都要让爷爷先吃，在爷爷做白内障手术

住院期间，孩子晚上都不离老人的左右，把爷爷感

动得直掉眼泪。

只因人心好，赢得乡邻人人夸

她尊老爱幼，团结邻里，乐于助人，不求回报。

秋芝的一举一动，邻居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邻居们夸赞说：“亲闺女亲孩子都难做到的事，

秋芝做到了，她真是百里挑一的孝顺媳妇。”

村民朱爱先有一次得了急病，村里的年轻人都

外出打工没在家，情况非常紧急，秋芝毅然放下自

己的事，把朱爱先送到了卫生院，病情得到了及时

控制。每当别人向她提起时，她总是说：“小事，早忘

了。”

面对别人的称赞，她总是淡淡一笑，说：“我只

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一个楷模能唤醒周围人，温暖一方土地。秋芝所

做的一切就像影子一样，正在影响着村里的每一个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