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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王时期

王时期，男，汉族，1953 年 12 月生，安徽
省黟县碧阳镇丰梧村村民。

妻子瘫痪 30 年，王时期守护身旁照顾 30
年。为了照顾妻子，只能在家附近打短工打
零工；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却尽其所有为
妻子寻医问诊；自己一年不买一件衣服，却
每天把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

1984 年，王时期与邻村漂亮姑娘蒋秋香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1985 年的一天，正在家
中干活的蒋秋香突然中风瘫痪，从此失去了
生活自理能力。为了给妻子看病，王时期只
要听到哪里有医生可以治这个病，他就推着
板车带着妻子去治，但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
蓄，妻子的病情也不见好转。

30 年来，照顾瘫痪妻子就成为王时期最
大的事，每天要为妻子擦拭一遍身子，每隔
个把小时帮助解一次手，即使在晚上也要每
隔两个小时为妻子翻一次身以免生褥疮。
为了方便照顾妻子，王时期只能在家附近打
零工、打短工，没有工打就在家种田养蚕维
持生活。1993 年，他和妻子搬进了新房子，
唯一像样的家具是放在堂屋的一个长沙发，
这是王时期花了 200 元买的，目的是为了让
妻子可以躺在堂屋里看看庭院外的景色。1
万多个日夜的精心护理，王时期付出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辛劳，但他沧桑的脸上总是写满
乐观。

王时期荣登“中国好人榜”。

505 王良英

王良英，女，汉族，1972 年 10 月生，湖北
省咸宁市崇阳县石城镇白螺坳村村民。

面对两个脑瘫女儿、植物人丈夫和重病
公婆，她始终不离不弃、悉心照料，独自撑起

“病患之家”，成为好母亲、好妻子、好儿媳的
典范，被称为“三好女人”。

20 世纪 90 年代，王良英与邻村提琴戏剧
团男青年石高明相恋，并于 1993 年结婚。次
年，王良英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 4 岁
时突然患病，双脚行走不便，双手僵硬无力，
智力也逐渐低下。夫妻俩花完家里的积蓄，
又借钱为女儿多方求医问诊，方知患的是脑
瘫。王良英坚持让女儿吃药、进行辅助康复
训练，以免肌肉萎缩变形，同时希望再生一
个健康孩子。1999 年小女儿出生，不料到了
4 岁时也和大女儿一样，患上脑瘫。王良英
再次借来 10 万元为小女儿做手术，奇迹依然
没有出现。原本就要侍奉患脑瘫的公公和
患帕金森症的婆婆，加上患病的两个女儿，
王良英每天要照顾4个病人的衣食起居。

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2012 年 10 月 3 日
晚，丈夫石高明干完农活回家，被一辆三轮摩
托车撞倒，头部受伤成为植物人。伤后的石
高明大小便完全失禁，她买来“尿不湿”，不断
更换，每天用手帮丈夫抠出大便；每两小时为
丈夫做擦背、翻身、揉手、按脚，忙完后总是俯
在丈夫的耳旁呼唤他。在王良英悉心照料
下，原本 2013 年 4 月 28 日就被下达病危通知
的石高明，生命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眼睛也
能睁开，手脚也有意识抖动了。

王良英荣获咸宁市最美家庭、南鄂楷模
荣誉称号。

506 王峥嵘

王峥嵘，女，汉族，1972 年 7 月生，中共党
员，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汤山城镇佛山村
村民。

20 年来，她照顾年迈体弱的公公婆婆，
80 多岁聋哑的大爷公，以及患有癫痫病的大
伯哥，用淳朴善良酿造大家庭的和谐美满、
其乐融融。

1995 年，王峥嵘与丈夫结婚后，走进佛
山村这样一个人口多、病人多、缺少劳动力
的家庭。婚后，丈夫为了生活外出打工，照
顾一家老小的重担全都压在她一人肩头。
王峥嵘的公公婆婆年纪都大了，身体特别
不好，经常住院。2005 年春天，公公突然
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她白天到医院照顾
老人，晚上还要回来照顾孩子。从家里到
医院坐车要一个多小时，她每天都要跑一
个来回。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公公的病
好了，她却累得瘫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为
能让公公尽快好起来，她每天晚上坚持为
老人按摩一个多小时。老人康复后，她却
瘦了 20 多斤。

王峥嵘的大爷公是个聋哑人，一辈子没
结婚，一直和丈夫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因为
上了年纪，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全靠王峥嵘
伺候。2014 年 5 月，大爷公被诊断为肺癌，王
峥嵘时刻陪伴在老人身边，给老人接屎接
尿，对老人不离不弃，陪伴老人走过人生最
后的日子。

王峥嵘荣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辽宁省
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507 巴桑德吉

巴桑德吉，女，藏族，1962 年 1 月生，中共
党员，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樟木镇
帮居委会妇女主任。

巴桑德吉义务照顾生活不能自理“国旗
老阿妈”数载，传承老阿妈精神，坚持每天升
国旗，“4·25”地震后，不顾自身安危，始终在
安置点开展救援服务。

2011年5月，“国旗老阿妈”次仁曲珍不小
心摔倒，由于老阿妈是孤寡老人，无人照顾，巴
桑德吉顾不上自己的家务，来到老阿妈身边，
照顾老阿妈饮食起居，每天为老阿妈翻身按
摩、打扫住所。为了照顾老阿妈，她干脆在老
阿妈病床前又铺了一张床，为老阿妈穿衣、洗
漱、喂饭、按摩、烫脚、通便。她的丈夫边巴罗布
是村里联户长，要负责核实自己所辖边民出境
情况，出境要开具证明，境外回来后还要销假，
工作很忙，但她的丈夫对她非常支持，而且经
常教育孩子们要像他们母亲一样，做一个有爱
心的人。2013年3月9日，老阿妈逝世了，享年
103岁。巴桑德吉悲痛万分，因为她早已把老
阿妈当成了自己的妈妈。她坚持如老阿妈那
样，每天升起国旗，风雨无阻。西藏自治区“4·
25”地震发生后，她不顾自身安危，一直运送救灾
物资，为灾民烧水、做饭。

巴桑德吉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荣誉
称号。

508 孔德娟

孔德娟，女，汉族，1957 年 2 月生，山东省
烟台市芝罘区奇山街道奇中社区居民。

她用坚强母爱为脑瘫儿子撑起一片温
暖天空，抚养儿子成为一个善良阳光、心智
健全的孩子；和儿子一起参加志愿服务，把
温暖、乐观传递给更多人。

1983 年，26 岁的孔德娟妊娠患合并急性
阑尾炎，儿子出生后患小脑萎缩，语言功能
障碍，四肢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丈夫
又和她离了婚。绝望的孔德娟试图自杀，幸
好抢救及时才脱离危险。为了攒钱给儿子
治病，她将生活开支压缩到最低，一日三餐
馒头咸菜。为了赚钱，她白天上班，晚上给
工厂干零活，抽空再干些糊纸盒、压瓶子盖、
订扣缝裤角等杂活。

孔德娟深知，儿子脑瘫已成事实，不能再
让他的人格不健全，要让他乐观、坚强地面对
生活。2006年，孔德娟父亲病重，她雇了一个
临时保姆照顾儿子的日常生活，自己则24小时
照顾父亲，身体力行影响着儿子。1996年，她
开始教儿子学习电脑、用脚打字。当儿子用脚
趾在电脑上打出“妈妈为我头发都白了，我爱
我的妈妈”时，坚强的她禁不住热泪盈眶。

2013 年，孔德娟和儿子成立了道德先锋
志愿服务队，目前已有队员 500 多人，开展志
愿服务80多场次，服务人群达600多人次。

孔德娟荣登“中国好人榜”。

509 邓秀英

邓秀英，女，汉族，1965 年 10 月生，福建
省武平县大禾乡贤坑村村民。

30 多年来，邓秀英克服重重困难，精心
照顾智障的大伯和精神失常的婆婆，担起赡
养长辈、抚养儿女的重担，用柔弱多病的身
躯撑起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家。

1984年，邓秀英嫁给钟祥星时，丈夫的兄
长钟林星因小时候患脑膜炎而严重智障，生
活不能自理。但她没有嫌弃，克服与残疾人
一起生活的种种不便和难堪，唯恐有半点闪
失。一双儿女出世后，一大家子的生活总算
有了盼头。

然而，2008 年 9 月，丈夫在深山伐木时不
幸被大树压倒，意外身亡。婆婆张招娣因此
精神失常，患上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和老年痴
呆症。不仅如此，丈夫还留下了 10 多万元的
债务。但在大难面前，邓秀英毅然选择了担
当：再苦再累，我绝不会放弃这个家！

从那以后，邓秀英更加勤劳坚强，地越种
越多，猪越养越多。每天，她起得比谁都早，
做好早饭，再去料理猪场和田里农活，夜里要
等老人孩子睡下，她才入睡。周而复始，邓秀
英就像个陀螺似的转个不停。偶尔，婆婆也
会拉大伯帮着做饭炒菜，但由于他们自理能
力差，好几次险些造成火灾和触电。智障的
大伯也常常砸碗、砸家具。半痴呆的婆婆每
天到处游走，时常走失。2014年7月的一次失
踪，邓秀英进山找了 5 天，最后在乡派出所和
亲戚邻居的帮助下，才把婆婆找回来。

邓秀英荣获全国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

510 艾米尔拉·卡地尔

艾米尔拉·卡地尔，男，维吾尔族，1980
年 9 月生，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康其乡种
子队村民。

艾米尔拉·卡地尔是拜城县一个普通农
民，他对患尿毒症的妻子不离不弃，把左肾
移植给妻子，精心呵护家人，他的故事在当
地传为佳话。

2007 年 8 月，艾米尔拉的妻子茹鲜古丽
被检查出患有尿毒症，为了治好妻子的病，
艾米尔拉带着妻子先后 6 次从家乡赶往乌鲁
木齐市治疗。他不分昼夜地干活，还在自家
地里建起了蔬菜大棚，白天到木材加工厂打
工，晚上回到家里种菜。然而不幸又发生
了，在木材加工厂打工时，由于劳累过度，艾
米尔拉的 3 根手指被机器卷了进去，虽经医
院治疗手指接上了，但再也不能干重活了。
在了解到艾米尔拉妻子的病情后，县卫生
局、民政局、计生委、康其乡政府出面解决了
医疗费用。

2009 年 6 月，艾米尔拉将妻子送到解放
军第 474 医院，经过近半年的透析治疗，妻子
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只要有合适的肾源，
就可以进行肾移植，但由于茹鲜古丽是RH阴
性血，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型对象。紧急关头
艾米尔拉想到了自己，他悄悄地到医院做了
化验，结果自己也是 RH 阴性血，肾源和妻子
很匹配。2010 年 5 月 24 日，艾米尔拉和妻子
先后被推入手术室，艾米尔拉的左肾被成功
移植到妻子的体内。5年过去了，在艾米尔拉
精心照顾下，茹鲜古丽的身体恢复得很好。

艾米尔拉·卡地尔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道德模范提名奖、新疆最美家庭等荣誉
称号。

511 卢伟栋

卢伟栋，男，汉族，1949 年 8 月生，上海浦

东钢铁有限公司退休职工。
卢伟栋几十年如一日，尽心赡养家里家

外 3 位老人，用细致入微的照料，为老人们编
织了幸福的晚年。

1987 年，岳母去世后，卢伟栋夫妻俩就
承担起了照顾岳父的职责。老人是妻子的
继父，患有严重高血压，脾气较差，与卢伟栋
的妻子关系也不好，但卢伟栋依旧全心全意
照料老人，20 多年无怨无悔。面对这份爱，
老人的内心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性格脾气
有了很大的改观，逢人便夸这个女婿，还常
说要是没有卢伟栋照顾，自己或许早就不在
人世了，妻子与继父的关系也逐渐变得融洽
起来。在卢伟栋夫妻俩的精心照料下，老人
在2013年以91岁的高龄去世。

在照顾岳父的同时，卢伟栋夫妻还承担
起赡养另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岳
父姐姐的重任。老太太早年丈夫过世，唯一
的儿子因患精神病，常年住院，平时生活无
人照顾。10 多年前，她因膝关节水肿无法行
动，卢伟栋得知后二话不说，立即把她送到
医院治疗，出院后，又找到当地居委会，帮她
联系解决日常生活事宜。6 年前，为更好地
照料老人，卢伟栋夫妻俩将老太太接来一起
居住，后因老太太看着已经年过花甲的卢伟
栋这样为她操劳，于心不忍，主动提出去养
老院生活。后来，老人因患老年痴呆，已不
认识大多数人，但直到弥留之际仍能叫出卢
伟栋的名字。

卢伟栋妻子有一位同事，她和老伴膝下
无子。平时卢伟栋夫妇像子女一样照顾二
位老人的生活。1988 年这位同事临终前就
将丈夫托付给最信任的卢伟栋夫妇，夫妇二
人当即应允。此后的 20 多年间，卢伟栋夫妻
每天轮流到老人家里帮忙，并雇请保姆共同
照看老人的日常生活。老人没有工作，也没
有养老金和医保，晚年全靠他们夫妇赡养，
直至88岁高龄离世。

卢伟栋荣获上海市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512 由艳丽

由艳丽，女，汉族，1960 年 8 月生，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西安区先锋医院护士。

她年轻时顶着未婚妈妈的压力收养一
个脑瘫女婴，为女儿寻医问药、不离不弃照
料，用 19 年美好时光演绎超越血缘的母女
亲情。

1996 年，由艳丽在工地上捡到一个弃
婴。出于医护人员的本能，她抱起一息尚存
的婴儿直奔医院。“新生儿窒息，以后很可能
脑瘫，目前表现不明显，需 3 个月后才能确
诊。”面对这样的诊断，当时未婚的她，毅然
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孩子。

孩子两个月时得了新生儿硬肿症，由艳
丽用自己刚好配型成功的血治愈了她。孩
子 7 个月时被确诊为重症脑瘫与癫痫的综合
征，每天都在抽搐。两个月后，由艳丽终于
找到对症药物，孩子的病情得到控制。

2000 年起，她多次往返牡丹江、北京、山
东等地，为孩子看病支出近 15 万元。2011 年
9 月，听说北京一家医院能做脑干细胞移植
手术，由艳丽便背着女儿，满怀希望地来到
北京。然而，北京专家了解情况告诉她，孩
子的病情极为特殊，如果脑干细胞移植手术
成功，虽然意识会清醒很多，但来自外界的
刺激会让癫痫病频繁发作，孩子会更加痛
苦。那一晚，由艳丽彻夜未眠，暗暗告诉自
己要倍加珍惜孩子的生存时光。

由于服用治疗癫痫的药物，女儿体质越
来越差。由艳丽一方面坚持给孩子打营养
针，一方面想方设法为其食补。每个夜晚，
她都设好闹铃，以便给孩子翻身、处理大小
便。即使在父母相继病逝的日子里，由艳丽
也是强忍悲痛，笑脸面对女儿。

由艳丽荣获“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
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13 宁宏昌

宁宏昌，男，汉族，1935 年 10 月生，中共
党员，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政协退休干部。

他立家训、树家风、严家教，以德立家，
以爱传家，引导子女孝老爱亲，一家和谐，其
乐融融。

宁宏昌四世同堂，家中但凡遇上大事要

事，他都以召开家庭民主会的方式一起商
议。家里 12 人中有 8 名是党员，他叮嘱孩子
们时刻牢记：“党员的最先进的思想是奉
献，要多为党和人民做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事。”

2008 年汶川地震，举国同哀，老宁带动
全家向组织捐款 1.3036 万元；今年 4 月 25 日
尼泊尔地震，宁宏昌主动找到抚州市红十字
会捐款 2000 元；他把从报刊上看到的贫困群
众视作“远亲”，近的亲自上门帮助，远的就
汇去善款。多年来，他省吃俭用先后帮助贫
困人士 40 多人，100 多次，累计捐款 5 万多
元。全家人在他的感召下，都树立了热心助
人、乐善好施的好品质。

2002 年 4 月，72 岁的宁春莲带着 8 岁的
养女，敲开了老宁的家门，一见面，便嚎啕大
哭起来。原来，宁春莲一家无房无地，老伴
去世，没有经济来源，生活艰难。老人四处
求助无果，几度想轻生，听说宁宏昌人好，便
找上门来试试。了解情况后，老宁竭力援
助，8 个月里奔波 40 多次，找了 9 家单位，帮
助她们办理户口和低保，解决了养女上学问
题。此后，一直关心不减，带老人看病、带领
儿女们帮老人做家务、天寒给她们送食送衣
送炭，这一帮就是14年。

宁宏昌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
号；宁宏昌荣登“中国好人榜”。

514 朱义平

朱义平，女，汉族，1994 年 12 月生，新疆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旅游学院学生。

90 后女孩朱义平在父亲瘫痪、母亲出走
的情况下，10 多年来照顾父亲，挑起家庭重
担，彰显了孝老爱亲的美德。

2000 年，朱义平的父亲朱再武不幸患上
了骨软化症，为了治病，朱再武连房子都卖
了，但是病情一再恶化，直至瘫痪。2005 年，
朱再武的妻子无望中离家出走，从此朱再武
的饮食起居、家中的琐事都压在了朱义平稚
嫩的肩膀上，那时她年仅11岁。

朱义平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她不仅要
上学，还要照料父亲。父亲长时间躺在床
上，朱义平每隔一天就要给父亲擦洗一次身
体、换一次衣服和床单，尽量让他躺得舒适
一些。晚上，父亲经常因病痛睡不着觉，大
小便无法自理，都需要她的帮助。

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她从未放弃过学
习。2011 年 7 月，朱义平收到霍城县江苏中
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要带着爸爸去上学！”
朱义平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爸爸，来到县城，
在学校对面租了间 10 平方米的小屋，校长
被深深感动，不仅减免了她的学费，还在各
个方面优先照顾她。

2014 年 ，朱 义 平 高 中 毕 业 后 考 上 了
乌 鲁 木 齐 职 业 大 学 ，在 学 校 和 社 会 各 界
爱 心 人 士 的 帮 助 下 ，朱 义 平 又 带 着 父 亲
从 家 乡 霍 城 县 来 到 乌 鲁 木 齐 ，开 始 了 大
学生活。

朱义平用小本子记满了曾经帮助过她
的好心人的名字、联系电话、捐助金额。她
说要照顾好父亲、努力学习，回报帮助过她
的人和社会。

朱义平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感动校园十大人物”、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515 朱晓晖

朱晓晖，女，汉族，1972 年 12 月生，黑龙
江省绥芬河市绥兴社区居民。

她为全身心照顾瘫痪父亲辞去工作，花
尽积蓄，借债卖房，14 年借住在不到 18 平方
米的车库，经历艰辛磨砺，对父亲精心照料、
尽心尽孝，演绎久病床前的孝女情深。

朱 晓 晖 师 范 毕 业 后 在 绥 芬 河 报 社 工
作，婚后三口小家生活幸福。2002 年，父
亲突患脑梗瘫痪在床。因为弟弟要照顾失
忆乱跑的母亲，妹妹又患乳腺癌两次手术，
种种境遇让照顾父亲的重任压在她一个人
的肩上。

父亲患病以后，四肢僵硬，手够不到自
己的脸。于是，朱晓晖学习各种穴位按摩，
每天给父亲按摩五六次，每次大约一两个
小时。半年后，父亲终于在搀扶下可以坐
起来。弥漫性脑梗病人需要吃很多种药，

父 亲 有 时 候 会 因 为 药 片 的 颜 色 不 同 而 不
吃。她实在没办法了，还要“以身试药”哄
父亲服药。

为让父亲重新站起来，她买来各种豆
子，放在一个盆里，每天规定时间让父亲练
习捡豆子，锻炼他手和眼睛的精准度。经过
锻炼，父亲的眼睛从原来的外凸着，渐渐地
恢复进了眼眶里。她每天让父亲做几次练
习提腿，在床上能顺利提腿后，又扶他站在
地上练习抬腿，接着又改成到户外扶着栏杆
练习。她每天早上 3 点起来给父亲喂饭、洗
脸、擦身体、按摩、洗衣服、熬药，直到晚上 10
点多睡觉。14 年来，她每天只睡 3 个小时。
她平时省吃俭用，用节省的钱买来轮椅，推
着父亲去逛公园、看风景。

朱晓晖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荣誉
称号。

516 任全来

任全来，男，汉族，1944 年 11 月生，中共
党员，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高井社区
居民。

任全来在前妻去世后，与同样带着两个
孩子的妻子再婚，抚养新家庭 4 个孩子，照料
妻子父母、前妻父母、妻子前夫父母共 6 个老
人，好男儿将“六老四小”一肩扛。

为了照顾老人，任全来彻底放弃了自己
的休息时间，每逢节假日，他就三边跑，为几
位老人擦身、洗脸、洗脚、剪指甲、做饭。这
些事任全来一干就是 20 年。为了让老人和
孩子吃饱穿暖，任全来夫妻俩省吃俭用，日
子过得十分拮据。老人们的衣、食、住、行，
看病花费、住院护理都由任全来承担。老人
胃口差，消化不好，每顿饭前，他总要先问问
老人想吃什么，挑他们喜欢吃的做，并主动
给老人买这买那，陪老人聊天。任全来的尽
心照料，使妻子的前公婆不仅获得了生活上
的帮助和便利，而且得到了心灵的慰藉。两
位老人感动地说：“小任就像我们的第二个
孩子。”

任全来多年以来的言传身教让 4 个儿
女懂得了什么是孝道，孩子们对 3 家的爷
爷、奶奶也都格外关心。现在，妻子刘克清
的儿子和儿媳主动将奶奶接到了自己家，
几 个 孩 子 没 事 就 会 回 家 陪 陪 任 全 来 老 两
口，孝老爱亲的种子已经在这个家庭每一
个角落生根发芽。

任全来荣获全国最美家庭、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奖等荣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17 刘怡晴

刘怡晴，女，彝族，1971 年 9 月生，云南省
红河州开远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民警。

刘怡晴和丈夫认下一对老师夫妇为“父
母”，悉心照料、买房尽孝，抚慰二老丧子之
痛，用善良品德与宽广心怀，经营着这个特
殊家庭，诠释着无关血缘的深情孝道。

现在，刘怡晴和丈夫章许云有一对特殊
的父母——年近 70 的罗裕江、李代华夫妇。
罗裕江是章许云在 1980 年读云锡技校时的
班主任老师。1999 年 9 月，罗老师年仅 29 岁
的独生儿子因患恶性淋巴癌去世。得知罗
老师的不幸遭遇后，刘怡晴夫妇感同身受，
就想为两位老人尽孝心，抚慰他们的伤痛。
2007 年，刘怡晴和丈夫正式认下了老师和师
母为“父母”。

罗裕江老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第一次
发作是在其儿子去世的第四天，之后半年内
住了 4 次医院。2007 年 7 月 4 日，罗裕江老师
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被送到医院抢救，因抢救
及时保住了性命。当时，为给儿子治病，罗
裕江家里欠下了几万元的债，章许云和刘怡
晴便拿出两万元钱给老人到重庆医院检查
治病。为便于照顾老人，夫妻俩商量后决定
将两位老人迁来开远居住。当时，刘怡晴 84
岁高龄的养父还健在，生活需要有人照顾。
如果老师夫妇再来，房子不够住。为了让老
人安度好晚年、尽好孝心，刘怡晴和丈夫拿
出多年积蓄，又贷了部分款，买了一套房子
给两位老人居住。如此，养父与老师、师母
各有住处，节假日时常一起吃饭，相处得和
谐融洽。

刘怡晴荣登“中国好人榜”。
（下转第二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