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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故事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2002 年夏天，在水富县（现
水富市）两碗镇成凤村核桃村民
小组，一场大暴雨过后，一对夫
妇清晨到田里查看秧苗时，触及
被风吹倒的高压线意外身亡，留
下了 3 个孤儿，6 岁的小琼、3 岁
的小鹏和 4 个月的小群，这在当
时当地引起不小轰动和关注。

事后，经过 3次家族会讨论，
三姊妹由独身的二伯抚养。怎
料二伯酗酒，常常无故打骂，让
小琼和弟弟妹妹的日子过得水
深火热。

2009 年 6 月，小琼仍被二伯
找茬赶出了“家”门，不舍分离的
三姊妹跑到父母坟前哭了一夜，
次日舅舅闻讯赶来将小琼接到
外婆家。小琼与外婆安然生活，
二伯酗酒，于某个深夜点燃外婆
家房子，幸得邻居相助婆孙俩才
幸免于难，二伯畏罪自杀未遂锒
铛入狱。此后，三姊妹暂居于村
委会不足 20平方米的一房间里，
依靠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救济，
在叔房奶奶的照应下，开始独立
生活。

2010 年 9 月，调任中铁二局
内昆希望小学任校长的王云品
留意到，每个周末总有两个孩子
放学后在学校逗留。经打听，两
个孩子是孤儿，无家可归，在等
上初一的姐姐放学回来。其中
一个孩子与儿子同班，热心肠的
王云品了解到这些后不淡定了。

“当时看到 3 个孩子的生存
状态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
味，就想承担起来，想让他们有
个 温 暖 的 家 。”王 云 品 至 今 难
忘，第一次随几个孩子回“家”
时看到的情景：窄小的房间里，
仅两张床、一个电磁炉就是全部
家当，床上的被褥散发出一股刺
鼻的味道。

中铁二局内昆希望小学是
寄宿制学校。王云品一家 3口平
时就吃住在学校里，周末偶尔回
城里的家。为亲近孩子，借儿子

和小鹏是同学又是玩伴的关系，
王云品让孩子们隔三差五到家
里来吃住。其间，恰逢叔房奶奶
要照看孙子孙女读书去了昭通
城，临走前将三姊妹托付给王云
品照顾。2011年春节，王云品提
出让三姊妹一起回老家过年，遭
到小琼婉拒，不被信任的酸楚感
涌上心头，无奈之下，只得为孩
子们准备些过年物资后分两地
过节。

2012 年春，小鹏患急性阑尾
炎。16 岁的小琼独自带着弟弟
到医院看病，当医生告知需要做
手术和大人签字，还要交押金
时，囊中羞涩的小琼十分无助。
王云品得知后及时赶到医院签
字、交住院费，打点一切。由此，
王云品成为三姐弟心里最信赖
的“伯伯”。此后，一家 3 口变成
一家 6口。

2013 年春节，王云品如愿带
着孩子们回老家过节。欣慰的
是，父母及亲人待他们特别亲
近，还一视同仁地派发了压岁
钱。这个热闹的春节，让小琼弟
弟妹妹感受到特别的温暖。

“养一个孩子都费劲，还养几
个？找不到事干。”“他，就是冲着
几个孩子那点补助去的。”当得知
王云品一下子多养了3个孩子，朋
友、同事各种劝说。面对好事者的
闲言碎语，妻子为此矛盾纠结，顾
虑重重……

“有个周末，我们准备回城
办事，留下几个孩子在学校。走
的时候，孩子们站在篮球架下眼
巴巴地望着，当时我就下决心，
再苦再累都要养着他们。”王云
品妻子回忆说。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4个
孩子的吃穿用度不是闹着玩儿
的，虽然几个孩子有一定的补
助，但夫妻二人决定让孩子们自
行支配管理，其他所需开支跟自
己孩子一样待遇。妻子原本做
着小生意，加上王云品的工资，

小日子过得还算舒坦。孩子增加
后，为缓解经济压力，夫妻俩人开
始利用假期打工，修公路、铁路、
水库，挖挡墙、管道，不怕脏苦累，
成为大家熟知的“拼命三郎”。

几个孩子中，小鹏最让人费
心。因成绩不理想，初中毕业后
上了一所职业中专学校，后升读
大专一次性交学费 1.8 万元。为
让小鹏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
王云品动员小鹏响应国家大学
生服兵役号召参军，到部队接受
锻炼。小鹏不乐意，参加学校组
织的外出实习务工，不谙世事的
他于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7 月
两次网贷 8 万元无力偿还，王云
品及妻子知晓后积极协调，帮助
还款 4.58万元。

“我最愧疚的是妻子衣裤破
了都舍不得买，一件衣服要穿好
多年。”王云品动情地告诉笔者，
这些年最感谢妻子家里家外的
操持，是妻子任劳任怨的接纳和
付出让这个家充满爱和温暖。
压力最大的几年，是孩子们读大
学时，每年开学都要好几万元，
咬牙硬撑着，大人省吃俭用，尽
力满足孩子的开支。

有一种幸福叫晒娃。细说
多年来与孩子们相处的点滴，王
云品和妻子感慨地说：“累并快
乐着。”

上辈子的缘分，注定此生相
遇。小琼年龄稍长，历经辛酸的
她比同龄孩子懂事，性格内向沉
稳 。“ 为 什 么 要 对 我 们 这 么 好
呢？”读大二的那个中秋节，平时
淡漠的小琼哭着向伯伯发问，这
让王云品喜极而泣。

2022 年 9 月，王云品妻子生
日，小琼用做临时工换来不多的
工资，悄悄为她买了部心仪已久
的手机。

在外读大二的小群几乎天天
都要打电话回家问候、撒娇，隔着
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亲热劲。

在外闯荡了两年的小鹏，经

历诸事后也更明事理，约定今年
春节一定回家过年。

“ 帮 助 别 人 就 是 帮 助 自
己”。多年来，几个孩子相处融
洽、谦让和谐，不是一家人胜似
一家人的爱，相互鼓励和陪伴着
为理想而奋斗的日子，成为孩子
一生不可多得的财富。

这些年，王云品坚持着一个
习惯，每年春节总要和孩子们一
起围在火炉边，逐个总结和点评
一年的收获，谈成绩、找不足、
定目标，分享成长经验，相互鼓
励监督。

“如今孩子们长大了，做饭、
洗 衣 服 等 家 务 事 都 不 让 我 插
手。”面对一群健康成长的儿女，
王云品言语中藏不住的骄傲。
他说最大的心愿是，盼着孩子们
成家立业，自食其力，方释重负。

“伯伯和伯娘，对我们很好
很 好 ，是 我 们 生 活 中 的 一 束
光。”采访中，小琼眼含热泪诉
说着在这个家的感受，“家里人
平时说话、做事都会十分顾及自
己和弟妹，从无微词。我们已与
这个家融为一体。每天回家有
人做好饭等着吃，感觉很温暖。
前些天和伯娘回老家时遇到熟
人被问及‘几个孩子都还跟着你
们吗？’伯娘说‘是，是一家人
嘛，不在一起去哪里？’默默感
动、静静欢喜，这就是我的家。”

“人活着总要做点有意义的
事。”今年 48 岁的王云品从事教
育工作近 30 年，入党 20 多年来，
感怀于年少时的苦难成长，他坚
持用生命教书，用行动育人，力
所 能 及 带 头 帮 扶 有 困 难 的 孩
子。走进教室就感到快乐的他，
总是挑最难带的班级。在校长
岗位 16 年，他义务当过修理工、
水电工、掏粪工，恪守“做好身边
每件小事”的初心，用情用力践
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
当，曾获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
党员、文明教师等荣誉。

王云品：做温暖孩子的一束光
通讯员 李晓蓉

今年 9月，网上一位年轻女子
背着“袖珍”爷爷去北京看升国
旗、爬长城的视频被广泛关注。
视频中的女孩名叫张应贤，29岁，
昭通市永善县大兴镇人；“袖珍”
爷爷名叫张自敏，是张应贤的三
爷爷。视频画面感动了无数网
民，大家纷纷为张应贤的拳拳孝
心点赞。

我国自古有“二十四孝”，孝
感动天、戏彩娱亲、卧冰求鲤等故
事。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也是华夏儿女的精
神瑰宝。张应贤用具体行动，向
人们演绎了新时代青年孝亲敬老
的人间真情。

孤苦童年 爷爷成了唯一依靠

张应贤，1993 年出生在永善
县大兴镇骆丘村一个普通的农民
家庭。1998 年，年仅 5 岁的张应
贤因父母离异，自己由父亲负责
抚养，母亲则带着年幼的妹妹远
嫁他乡。“5 岁那年，我爸妈离婚
了，妈妈就带着妹妹走了。我拼
命地喊：妈妈不要走，不要丢下
我。但是妈妈还是带着妹妹走
了。”张应贤哭着向笔者说起了伤
心往事。

然而，原本应该陪伴张应贤
成长的父亲，以外出务工为由，将
年幼的张应贤留在了老家由其爷
爷和奶奶看管，从此杳无音信。
据张应贤回忆，爷爷是一个木工，
原本对她还算可以，但爷爷经常
在外务工，在家的奶奶却不待见
她，放学回家稍晚一点，就把她关
在门外，不给饭吃，甚至还不让她
回家睡觉。失去父母庇佑的张应
贤，起初还时常辗转于亲戚家吃
饭、睡觉，但时间长了，也受到不
少冷遇。后来，她饿了，就靠吃烧
洋芋来充饥；困了，就在屋檐下或
是柴草堆里睡一夜。说起自己的
童年生活，张应贤几度哽咽落泪。

就在张应贤人生最无助的时
候，自幼患侏儒症的三爷爷张自

敏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此爷
孙 俩 开 始 了 相 依 为 命 的 生 活 。
年轻时的张自敏虽身患侏儒，也
能在地里干些农活，加之还略懂
中医药理，生活虽苦一点，也能
维持生计。从此，这位身高不足
一米的老人，就成了张应贤唯一
的依靠。

据邻居回忆，以前总能看到
张自敏带着年幼的张应贤下地种
洋芋、种玉米、挖草药，爷孙俩就
这样相依为命生活了 10 年，直至
张应贤年满 16 岁外出务工。张
应贤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三
爷爷就是她的亲爷爷，就是她最
亲的人，将来一定要让他过上好
日子。

努力打拼 让爷爷过上好日子

2009 年，只有初中学历的张
应贤，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在
浙江海宁的一家袜子厂，张应贤

凭着自己的辛苦努力，终于拿到
了第一份工资，582 元！“当时激
动得整夜都没有睡着，就想着要
把 500 元给爷爷寄回去，第二天
立马就把钱寄给爷爷了，就很开
心，那种感觉很骄傲、很自豪。”
张应贤说。

看到孙女仅给自己留了 82元
零用钱，却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
了自己，张自敏于心不忍，责备了
张应贤一通：“我又不缺钱，以后
不许再给我寄钱了。”

后来，张应贤又辗转多地务
工，但无论身在何处，爷爷一直
都是她心中的牵挂。每年张应
贤 都 会 专 程 回 老 家 几 次 ，看 望
年迈的爷爷。每次回到爷爷身
边，张应贤不仅包揽所有家务，
还 会 陪 着 爷 爷 到 医 院 检 查 身
体，去集镇逛超市、买衣服，去
江边公园里散步、观光，让老人
充 分 感 受 家 乡 发 展 变 化 ，尽 享
天伦之乐。

圆梦北京 拳拳孝心走红网络

每次张应贤回家，都会向爷
爷讲述中国发生的巨变，每当讲
起这些，爷爷眼中总是充满着无
限的憧憬。随着年岁增大，张应
贤看到爷爷已是满头白发，且腿
脚越发不便，在她的心里就萌生
了一个想法：无论再苦再累也要
带爷爷出去看看。于是，张应贤
开始拼命打工挣钱，别人休息，她
加班；别人买新衣服，她穿旧衣
服；别人周末聚会，她独自一人在
宿舍。终于有了积蓄，2021年，她
带着爷爷去了杭州，第一次坐上
了飞机，看到了西湖，还背着爷爷
爬上了雷峰塔。

爷爷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到
首都北京天安门，看一看升国旗，
到长城上走一走。张应贤一直把
爷爷这个愿望记在心上。今年 9
月，张应贤背着爷爷去北京爬长
城、看升国旗……不承想，北京之

行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对
于这件事，张应贤很平静地说：

“对于我而言，孝敬爷爷是我该做
的事。”

谈起今年的北京之行，张自
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看着爷爷
满是惊奇和喜悦的面容，张应贤
心中感到无比充实和幸福。

“我们到了天安门，去了故
宫，爬了长城。爬长城的时候，梯
子很高，她的鞋底很厚，不好走，
她就把鞋子脱了，背起我爬长城，
到了最高的顶峰。”张自敏话语中
透露着心疼。

在北京游玩的日子，因为张
自 敏 的 身 高 和 腿 关 节 变 形 ，长
城的台阶，很难爬上去，张应贤
就 背 着 爷 爷 往 前 走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爷 爷 看 不 到 升 国 旗 的 全
景，张应贤就把爷爷扛在肩上；
去 景 山 公 园 ，爷 爷 心 疼 钱 不 愿
坐 缆 车 ，张 应 贤 硬 是 背 着 爷 爷
走完了长梯……

以德报怨 用爱传承孝亲敬老

北京之行结束后，张应贤首
先带着爷爷回了一趟老家大兴镇
骆丘村；随后又来到了爷爷现在
的居住地——鲁甸县卯家湾易地
搬迁安置区。这里是张应贤三叔
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其三叔
一家一年四季都在外务工，只有
春节时才回来，爷爷更多的时间
就住在这里。为了抓住短暂的时
间更多地尽孝，张应贤每天总是
安排得满满的，为爷爷洗头、剪指
甲、买菜做饭，再到听爷爷拉二
胡，陪爷爷聊天、逛公园……爷孙
俩看似简单、平常的生活，却无比
温馨和幸福。

张应贤的拳拳孝心不仅体现在
孝顺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爷爷身
上，即便是面对曾经抛弃自己的父
亲，她也没有因此心存怨恨，而是
选择用善良和孝心诠释责任、传递
大爱。

今年，张应贤突然接到父亲
因心脏病住院急需用钱的消息，
当时，她毫不犹豫就筹集了 1 万
元给了父亲。对于张应贤来说，
曾经对父母的怨怼现在也已释
然，心里想得更多的是责任。张
应贤说：“现在我和父母也有联
系，以前我也挺恨我爸的，后来
慢慢懂事了，无论如何他始终是
我父亲，希望他健健康康、快快
乐乐。”

对于自己的未来，张应贤首
先考虑的还是孝顺老人，用自己
的努力和付出让老人安享晚年生
活。“目前，我也没有稳定的收
入。下一步还是想出去打工赚
钱，通过努力，买一套房子，把爷
爷接到我自己买的房子里，安享
晚年。”

如今，张应贤和张自敏虽然
早已告别了过去的苦日子，但那
段老幼相依的艰难岁月却积淀了
亲人之间深深的亲情，张应贤多
年如一日以拳拳之心演绎人间真
情，诠释着百善孝为先的真谛。

拳拳孝心 演绎人间真情
——永善“90后”女孩张应贤孝亲敬老记

通讯员 甘光涛 卓韫菊 周 羽 杨亚莉 文/图

张应贤背着爷爷爬长城。 张应贤为爷爷剪指甲。

迟焕松是昭阳区凤凰中心校一
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与同为教师的
妻子耿清秀，自2003年以来，先后收
养了因父母离异遭遗弃或母亲病
逝、亲人外出打工无人照管的侄儿、
侄女 5 人 (其间，一侄儿不幸患脑
瘫），14年来，迟焕松夫妻用人性中
本能的善良温暖着 5个孩子乐观地
成长、坚强地前行，用他们的爱点燃
孩子们生活的希望。

2003 年，耿清秀的弟媳离家出
走，其弟随后丢下 2岁的小某航及 4
岁的小某洋也远走他乡。异地工作
的迟焕松夫妻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再看看年迈的母亲，夫妻决定收养孩
子。2009年秋，耿清秀的大嫂不幸病
逝，大哥外出打工谋生。无人照管的
侄儿小某浪、侄女小某洲又被送到迟
焕松夫妻家。2012年秋，迟焕松大姐
外出打工，随身就读的儿子小某雄不
能参加异地高考，只得回到迟焕松夫
妻身边就读高中。

加上迟焕松自己的孩子，她们
身边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了6人。8
个人挤在夫妻购买的50平方米的二
手房中，艰难度日。白天，迟焕松夫
妇根据几个孩子的学业情况，将他
们分散到不同的学校就读，有的带
在自己的学校，有的送到其他学

校。晚上就全部集中在拥挤的家里
共同生活。他们睡觉打地铺，夜间
上厕所只能小心地从挤在一处的小
脑袋上跨过。因为孩子多，换下来
的衣服也多，洗衣机也不堪重负，随
时检修。虽然条件艰苦，生活艰辛，
但一家人也其乐融融，生活还算过
得有滋有味。屋漏偏逢连夜雨，上
苍好像有意考验这对夫妇对爱的坚
持和对磨难的承受力。

2010 年，10 岁的小某航一夜之
间不能站立，夫妻俩一刻都不敢耽
搁，向学校请了假，匆匆带孩子到昆
明诊治，在云大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
院后，辗转昆华医院、昆明空军医院
等多家医院，仍查不出任何病症。他
们又把孩子带到成都华西医院，经过
专家反复检查，最终确诊为脑瘫，难
以治愈，只能靠锻炼恢复。这一结果
如晴天霹雳，几乎轰塌了他们的意志
力。他们只得把孩子带回家，精心照
顾，靠草药和康复训练治疗。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迟焕松夫
妻对工作却没有丝毫懈怠，对同事
一如既往热心，对学生也是无微不
至地关心。自参加工作以来，他们
的工作受到师生、学生家长及领导
的高度评价。

靠着微薄的工资收入，迟焕松夫
妻清贫地生活着，却从没亏待过6个
孩子。今年7月，负债累累的他们依
然微笑着说:“用余生还债，也还算值
得。”现在，6个孩子，除了患脑瘫的小
某航仍与迟焕松夫妻俩相依为命乐观
地生活外，其余5个孩子，1人完成初中
学业外出务工，1人从西南林业大学本
科毕业，1人在读江南大学，1人在读云
南师范大学，1人就读于优质初中。

有人也许会说：“这都是他的亲
人，又不是外人……”在我们身边连
自己父母都不管的也大有人在，这让
我们深思，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
都不管，他还能管别人？一屋不扫何
以扫天下？迟焕松夫妇就是这样用
点滴的爱从齐家开始，为世人树立一
种平凡而让人敬仰的典范。

苦难中的相守，相依相惜的温
情，在迟焕松、耿清秀两位平凡教师
的家里，得以一一展现。迟焕松夫妻
在苦难面前相依相偎，在生活重压之
下不离不弃，正是因为心中有爱，才
筑起这样一个大家庭，从而给予了生
命无限的力量和希望，人性中最美最
善的光辉，在这个文明和谐的家庭里
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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