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年前，在一次意外中，
他失去了双臂，但这并未将他
击垮，这些年，自立、成家、生
子、盖房……他是丈夫，是父
亲，更是一个家的顶梁柱。

日前，笔者在庞村镇彭店村见到了李亚华，他正用残
臂往背包里装笔、墨、纸、砚等东西，准备去山西参加文化
庙会。李亚华说，一场庙会赶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孩子一天天大了，家里需要钱呢！

上帝给我打开了另一扇窗

1978年的冬天，李亚华烤火时栽倒在火堆上，硬生生
烧坏了双臂。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伤口感染恶化，李
亚华被迫做了肘部以下截肢手术。

那一年，李亚华22岁。双手没有了，未来的路还很长，
该如何面对生活？残酷的现实摆在李亚华面前，让他几度
产生自杀的念头，是朋友的宽慰和家人的劝导让他活了下
来。

他在生产队看过庄稼，后来村里土地承包到户，没人
让他看庄稼了。他又开起了小卖部，因为残疾进货卖货不
方便，只好放弃……

“上帝对你关闭一扇门的时候，往往会给你打开另外
一扇窗。”李亚华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到洛阳一个书
法培训班学习。凭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他掌握了用残臂写
字的技巧，写的字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当时我就流泪了，心里就想着：我又有‘手’了！”李亚
华说。

“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998年，43岁的李亚华成家了。1999年，李亚华当了
爸爸。之后，他就更有干劲儿了。他学会了洗衣、做饭、蒸
馍，每天都悉心照顾妻子、孩子。

旧厨房不能用了，李亚华用残臂一砖一瓦垒起了新厨
房；为了省钱，他每天拉着架子车外出拾柴火回来烧火做
饭。

李亚华告诉我们，他的儿子今年13岁，女儿11岁，都
在上学；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经过治疗，病情基本稳定，身
体还不错。

李亚华的儿子很懂事，家里要盖房子，院子里的树被
砍掉，但树根还在，他一直在想办法帮爸爸刨掉树根。男
孩告诉我们，爸爸总是告诉他，只要有信心、有决心，想做
的事一定能做成。

李亚华的女儿骄傲地告诉我们：“爸爸是世界上最好
的爸爸，最能干的爸爸！”

自己的担子自己扛

村里人说，李亚华是个有责任心的人，遇到再大的难
事儿，他也不会让妻儿操心。邻居们也经常帮助李家：穿
不着的衣服，都送给他们；做了好吃的，总给两个孩子端去
一碗。

李亚华说，非常感谢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但别人只
能帮一时，自己才能扛一世。为了生计，这些年，他参
加各地的文化庙会，常年在外奔波，到过太原、周口、
开封等地，在游客聚集的地方卖字赚钱。李亚华说，在
外漂泊的日子里，总能得到好心人的帮助，“慢慢觉
得，生活没有抛弃我，社会也没有抛弃我。活着，就得
感恩。”

别人写毛笔字是靠指力和腕力，李亚华没有双手，只
能用两支断臂夹着笔，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这支笔上，所
以看似简单的横、撇、竖、捺，他却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精
力和体力。

当着笔者的面，李亚华用残臂写了“天道酬勤”四个
字，他说：“咱不能怨天尤人，自己的担子自己扛！”

李亚华：用残臂撑起头顶那片天
苗君甫 王海燕

一位耄耋老人，写村史，办
板报，协助村里搞建设，忙忙碌
碌、乐此不疲……

在庞村镇军屯村，提起魏建亭老人，村民们都说，那是
一个“闲不住”的热心人。

编村史励后人

魏建亭，今年80岁，从事教育40年，1993年退休。
刚退休那会儿，魏建亭在家闲不住，先是在家喂了八

年兔，接着又养了两年羊。
2003年，魏建亭萌发了编写军屯村史的念头。他说：

“学习村史，可以知荣辱、鉴古今、励后人。”说干就干，2003
年到2008年，5年里，他全身心投入其中。

为了保证村史的真实与严密性，当时已到古稀之年的
魏建亭跑祠堂，翻家谱，四处找人求证。他先把自己知道
的情况写个大概，遇到记不清或者弄不清的，就一个个采
访村内70岁以上的老人，直到把事情弄明白。

今年87岁的李秋交，是解放后军屯村的第一任村长，
对村内的情况很熟悉，魏建亭曾因一个细节弄不清楚，一
天三次往他家里跑。魏建亭说，如果问题弄不清，至少得
问3遍、采访3人才行。

军屯村早些年出过一些文化人，熟知当年村里的情
况，但是他们现多居住在外地，魏建亭有不清楚的问题，经
常自费打车登门拜访他们。

“我干教育一辈子，编写村史既鞭策了干部，也教育了
群众，还能够学习老前辈的创业精神，使年轻一代受启发、
受鼓舞。把村里的变化与发展写下来，形成文字，是一件
有意义的事。”魏建亭说。

办板报惠乡邻

广场舞、跑旱船、下象棋……军屯村群众的文化娱乐
活动丰富多彩，但最受欢迎的还是魏建亭办的黑板报。

刚退休那会，喜爱文字的魏建亭就趁着喂兔、养羊的
空隙，义务给村里写黑板报。2003年，孩子们见魏建亭年
纪大了，硬要让他在家休息。“不让干体力活，那就干脑力
活。”魏建亭说。于是他就不再搞养殖，全力办黑板报。

板报有一个“军事天地”栏目，村里有很多年轻人喜欢
看。这个栏目也是魏建亭刚开始办板报时就有并一直保
留到现在的。为了办好这个栏目，他亲自去洛阳书店买

《军事特刊》，不能去时，他就托人买，一期也不落下。他一
页一页地翻看，然后把新的军事知识和一些有用的知识用
红笔标注，最后摘抄下来。

板报上还有个“致富窗口”栏目，专门向群众提供一些
致富小常识，或者表扬本村的致富带头人。“致富女状元”
徐水彩、花木种植大户魏广印……这些致富能手现在早已
成了军屯村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他们都是魏建亭多方
打听，深入采访挖掘出来的。“都是些身边人、身边事，易记
易学，用来教育本村人，群众也容易接受。”魏建亭说。

村内狗咬人，谁不务正业，哪家吵架……这些看似鸡
毛蒜皮的小事，都是魏建亭办板报的素材，同时也是他的
灵感来源。魏建亭根据这些家长里短，自编自写成顺口

溜，读起来琅琅上口，很受群众喜欢。
一期黑板报大约4000字，每月一期，至今魏建亭已编

写了130多期，共计50多万字。已是耄耋之年的魏建亭，
用粉笔写字，写一会儿手就累得不行，他说：“以前也就个
把钟头，如今老了，写一期得两天！”

解难题为桑梓

魏建亭热心解决难题，村内有啥问题，他都会想方设
法帮忙。

看到村里的学校校门损坏，校墙倾斜，魏建亭就和村
干部四处寻访募捐，连续9天，奔波于郑州、洛阳、三门峡等
地。期间，他对伙食费做了苛刻的规定：“咱出来是‘要饭’
的，一人一天吃饭不能超过3元，递给别人的烟也不能超过
3 元。”最后，他们筹到了一万四千多元，整修了校门及围
墙，并硬化了校墙后一百多米的土路。

教育创建系统评先评优，因为军屯小学的厕所是旱
厕，达不到规定标准，一直评比不上。魏建亭动员本村企
业家魏彦通、魏明生各捐款三千元，并亲自监工，给孩子们
修了个结实干净的厕所。

2008年，军屯村投资六万多元在村东侧修了五百米水
泥路，路修好后，泥沙分离，两次整修仍是废品。魏建亭多
方联系，最后村里获赔八千元。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今，魏建亭当上了村
里老年协会会长和红白理事会会长，他说：“别看咱年纪
大了，合作医疗、交水费等等，啥杂事咱都管。闲着也是
闲着，晚年发挥点余热，服务了村民，也是我最大的幸
福。”

耄耋老人魏建亭：忙并快乐着
张晓晨 滑宏建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感动让人心潮澎湃——
结婚5年，妻子就瘫痪在床。40载
流年似水，青丝变白发，不变的是
那一份爱的坚守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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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卧床的妻子，用男人的柔情坚
定了妻子活下去的信心，谱写出一曲真爱、大爱之歌，他就
是李村镇提庄社区退休教师牛耀森。

1973年夏，年轻媳妇石素霞因患脑膜炎（脊髓蛛网膜
粘连），自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那一年，石素
霞26岁，牛耀森32岁。他们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女儿5岁，
儿子2岁。

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平静的生活。最初那两年，
石素霞几乎是在泪水的浸泡中度过的，她绝望地要寻死，
吓得牛耀森把家里刀剪绳索之类的东西收起来，连做饭的
菜刀也是一天三藏。

“俺这跟死人有啥两样啊！”石素霞恨自己是个累赘，
拖累了全家人。有一次，她跟丈夫商量：“咱们离婚吧，你
还年轻，不能因为我耽误了一生。”牛耀森落泪道：“你憨
啊？没有你，俺们咋过？你咋办？孩子们也不能没娘啊！”

那一刻，夫妻俩抱头痛哭。
牛耀森学会了蒸馍、擀面条、压饸饹、做汤煮饭，学会

了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工作之余，孩子们的学业要靠他
辅导，地里的活儿要靠他出力，所有的家务要靠他操持。
为了鼓起石素霞活下去的勇气，他经常给她讲外面的事，
读故事，说笑话逗她开心。

一天三顿饭，石素霞只能趴着吃，她的饮食，牛耀森
要细心控制，硬的不能吃，太稀了又填不饱肚子。长期以
来，两口子都以五谷杂粮为主，从不吃肉。

石素霞天天躺在床上，又不出门，穿衣不讲究，但牛耀
森每年都坚持给她添新衣服。牛耀森说，看她穿上新衣服

开心的样子，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床，对于石素霞来说，几乎是生活的全部。由于坐起
来困难，她长期卧床不起，两条腿肌肉严重萎缩，皮包骨
头形似麻杆。牛耀森说，妻子睡太软的床不行，太硬的也
不行，比较适宜的是在硬床板上铺上厚褥子，夏天也要这
样，以免翻身时硌坏身子，但这也有弊端，就是容易生褥
疮。

家里没人的时候，石素霞会自己设法翻身，先用手吃
力地把两腿摆放好，再扭动上身，成功地翻一次身，往往需
要半个小时以上。说到这里，牛耀森的眼角湿润了，他轻
轻抹去眼角的泪水，说：“不知掉到床下了多少回，身上青
一块紫一块的。”此刻，石素霞接口说：“老牛，你甭难过，我
不疼。”

牛耀森在床前放了高高低低三个凳子，好让石素霞一
个人的时候自己下床解便。但这种事对她来说没个准，有
时候好长时间也没见解下来，特别是冬季，冻伤了她也不
知道。牛耀森红着眼圈说：“冬天最难熬了，我受罪，她更
受罪。”给石素霞洗涮、擦身、收拾床铺是牛耀森每天必

“修”的“功课”，先前没有自来水，只好到村口的大水坑里
破开冰凌洗涮衣物。

石素霞对冷暖没有感觉。要防止受冻，空调是个吸金
洞，用不起，电热毯对她来说是个危险品，不敢用，那就只
能用煤炉了。这几年用电暖器，也有问题，石素霞身上多
次被烤烂、起泡，但她浑然不觉。

石素霞整天、整月、整年躺在床上，禁不住胡思乱想，
为了排遣寂寞，让她有个健康的精神生活，除了陪她唠嗑，
牛耀森还给她买来电视、收音机和一些书籍，帮她养成了
白天不睡觉的习惯。石素霞也从媒体上知道了很多国家
大事及各地时事，从而保证了清晰的思维能力。

“这辈子真不容易！”笔者由衷地感叹。牛耀森说：“俺
是这样想的，作为丈夫，要对得起良心，担当起责任。”

受父亲和隔壁一位老学究的影响，牛耀森原本有一定
的书法基础，妻子病倒后，他重新拿起了毛笔，把书法创作

当作缓解愁绪、减轻压力的一种方式。他说：“我是一名教
师，不能整天面带愁容，理应以积极向上的形象出现在孩
子们面前。”

牛耀森学习书法，从颜体、柳体入手，后又涉猎汉隶，
继而学习米芾、王羲之，主攻杨再春的行草，经过几十年的
坚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一不小心竟成了本地一位
知名的书法家，被吸收为洛阳市书协会员，作品多次入选
国内各级赛事活动。他写的字，尤其是行草，笔力雄健，枯
润有致，盘根错节，洒脱俊美。观其书，不由让人想起“书
如其人”这句老话，深刻地揭示了牛耀森的内心世界：坚
忍、坚韧、不卑不屈、恬淡洒脱。

两个孩子从牙牙学语到上学、婚嫁，他一人独力支
撑；妻子卧床几十年，所有的生活细节，他都照顾得无微
不至，无怨无悔；他至今没有得到过一位专家的帮助和指
点，却从一个寻常的书法爱好者成长为有一定造诣的书
法家……

历任校长对他都很照顾，特许他可以不上早自习，不
参加晚办公，但他能脱开身的时候都尽量不搞特殊；他关
爱学生，对孩子们循循善诱，把善良的种子植进一颗颗幼
小的心灵；街坊邻里办红白喜事，他都发挥特长，写字记
账……

“您幸福吗？”这是笔者最想问石素霞的一个问题。
“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添孙女孙子，老牛转正，不交公
粮了，国家发粮食补贴，咱成城里人了……”石素霞如数
家珍。

“最让你感动的事呢？”
“老牛对我好，不离不弃。”石素霞眼里饱含深情，“他

是天下最好的老公。”
“有没有遗憾的事呢？”
“公公1998年去世，我没有能力伺候；婆婆摔伤了腿，

也天天躺在床上，今年都94岁了，弟兄妯娌们轮流伺候了
十来年，可我不能尽孝，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院里有辆崭新的轮椅，石素霞像孩子般开心地说：“老
牛推着我出去了几回，变化忒大了。原来开拓大道就在俺
家门口啊，我看到了高铁，正好有火车经过，还看到了俺将
来的家——4号安置小区，我要好好活着，盼着早点开始新
生活！”

相濡以沫

家庭妇男

苦中作乐心也甜

让 我 陪 你 一 起 变 老
杨群灿 温军伟

全力做好农村环境污水集中整治工作

伊滨讯 为进一步加大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工作
力度，使全区农村综合环境实现新改善、新提升，我区将投资
1023.9万元，修建污水处理设施19座，新修排水沟渠4450米，清
理排水沟渠25000米。 （张林峰 曹宇峰）

我区开通“绿色通道”
做好计生家庭中招加分工作

伊滨讯 为全面落实农村独生子女和农村政策内双女户
中招奖励10分的优惠政策，切实维护计生家庭利益，我区专门
开通“绿色通道”，以镇为单位设立5个“绿色便民服务点”，为申
报中招加分的计生家庭全程办理各类证明。截至目前，区社会
事务局已为71户计生家庭办理了相关手续。 （李真真）

师生同台诵读经典

伊滨讯 5月7日，李村镇第三届师生同台经典诵读展演活
动在李村三中精彩呈现。

参与展演单位7个、教师30人、学生188人。师生们饱含深
情，重温文化经典，或吟或唱或舞，以不同形式展现了中华传统
文化的多姿多彩。 （王军娣）

第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成功举办

伊滨讯 5月3日，我区第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在庞村
镇西庞村举行。

本届艺术节以和谐、快乐、成长为主题，通过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文艺表演，培养孩子们从小关爱生命、热爱祖国的感
情。全区五镇教育组、职教中心、伊滨一高等7个单位共参与了
14个节目表演。 （王鸿帅 李真真）

粗心游客丢包 细心交警找回

伊滨讯 近日，宜阳游客对我区交巡大队民警韦伯红竖起
了大拇指，连夸：“交警同志就是好！”原来，她游玩时，不慎将装
有现金的背包遗失，幸亏民警细心排查，很快帮她找回了背包。

日前，交巡大队民警韦伯红在龙门辖区与我区交界处执勤
时，捡到一个女式背包，内装1000元现金及身份证、银行卡等重
要物品。韦伯红当即对背包信息进行登记，并上报上级部门及
110，多方发布失物招领信息。

当天傍晚，心急如焚的失主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大队办理
失物领取手续。看到背包失而复得，失主激动地说：“咱伊滨的
交警就是好！” （许鹏楠）

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伊滨讯 夏季是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期，为切实做好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李村镇组织食安办、工商所、卫生院等部门，对定
点屠宰场指派专职人员进行全天候监督，对辖区内农贸市场、
工地周边肉品销售摊点进行全面清查，确保养殖、屠宰、流通、
销售等各个环节无缝监管。同时，针对餐饮店、学校食堂、建筑
工地及周边食堂开展巡回监督检查，对流动摊贩进行现场检
查，先后整改餐饮单位28家。 （高涛）

诸葛镇13名失地农民有了固定工作

伊滨讯 5月8日下午，诸葛镇康庄、谭翟、王府、西白塔等
四个社区的13名居民，有了固定的工作。据悉，他们都是土地
在0.3亩以下的失地农民，年龄50多岁，生活困难。在镇政府的
积极协调下，他们被聘为伊洛大道、陈谭路等道路的保洁员，5
月11日正式上班。 （倪俭康）

外出取经学先进 虚心学习促提高

庞村镇组织村干部外出考察学习

伊滨讯 日前，庞村镇党委、政府组织该镇20多名村党支
部书记和村委主任到新乡市新乡县刘庄村、濮阳市濮阳县西辛
庄村考察学习。

在新乡县刘庄村，村干部们认真听取了农村党支部书记的
榜样史来贺的先进事迹介绍，参观了史来贺纪念馆、农民新居
和部分村办企业；在濮阳县西辛庄村，参观了该村展厅、企业、
新村规划及建设情况，聆听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支部
书记李连成的事迹报告。

“通过考察，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看到了差距，也树
立了信心。今后，我要努力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
结合实际，让群众早日过上幸福生活。”门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建
军深有感触地说。 （王海燕）

诸葛镇积极打造阳光村务

伊滨讯 为进一步确保村务公开工作落到实处，诸葛镇大
胆创新公开方式，打造阳光村务。该镇投资3万余元，对各行政
村（社区）的公开栏高标准统一更新，并制作低保公示专栏，同
时要求3000人以上村（社区）的公开栏不少于两块，扩大公开覆
盖面。每月4日，该镇向各行政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及纪检专
干发短信提醒，明确公开内容及注意事项；每月7日对各行政村
（社区）的公开情况进行检查拍照、评比排名，检查及排名情况
在全镇范围内下发简报，奖优罚劣，对存在问题即时整改并二
次验收，确保公开工作落到实处。 （倪俭康）

佃庄镇净化肉制品产业发展环境

伊滨讯 日前，佃庄镇组织畜牧、工商等部门对辖区内肉
制品加工、销售的商户逐一进行了检查，净化了肉制品行业发
展环境。 （许建德）

截至目前，市慈善总会伊滨分会共收到向雅安地震灾区捐
款37722元，爱心捐款行动仍在继续。 （耿晓洁）

5 月 8 日，诸葛镇开展向雅安地震灾区献爱心捐款活
动。该镇广大干群踊跃捐款，短短一天，累计捐款达 19500
元。 （倪俭康）

日前，伊滨一高广大学生自发向雅安地震灾区捐款，共筹
集资金3822.2元。 （焦志昌）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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