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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闫志国

闫志国，男，汉族，1949 年 11 月生，中共
党员，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台基厂社区
居民。

新婚第五天，唐山大地震中，妻子高位
截瘫，身为空军飞行员的闫志国 39 年不离
不弃悉心照料，为妻子营造了充满希望的
幸福生活。

闫志国说：一生只选择一个职业，那就
是飞行；一生只选择一种爱情，那就是相
守。闫志国承担起照顾妻子的责任，洗澡、
擦身、按摩、换衣，半夜起来喂妻子喝水。他
们相互鼓励，从不谈灰心与失望。两年后，
张胜兰开始用萎缩了的双手给执行飞行任
务的闫志国写信。此后，两人通了 400 多封
信，两颗心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1987
年，在丈夫的鼓励和帮助下，张胜兰以他们
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长篇自传体小说《忧
愁河》，在《中国空军》杂志上连载22期，好评
如潮。

在执行任务上，闫志国决心要比过去飞
得更好。在部队期间，他连续安全飞行近
2000小时，多次立功、受嘉奖，成为空军特级
飞行员。1995年，闫志国转业到中国邮政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先后担任机长、飞行
技术部党总支书记、高级业务主管等职务，
用自己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超乎寻常的困
难与挑战。

2014 年 5 月，张胜兰又被查出患有结肠
癌，闫志国仍坚持要用自己的守护和鼓励，
让妻子保持着“战胜病魔、再创奇迹”的信心
和勇气。

闫志国荣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北京
榜样等荣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19 米德格玛

米德格玛，女，蒙古族，1969 年 12 月生，
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
虎右旗克尔伦苏木耐日莫德勒嘎查妇代会
主任。

她先后接纳并抚养了贫困亲友的 8 个
孩子、5 位老人，为其中身患重病或残疾的 4
人奔波求医，爱心比草原还广阔、比大海还
深沉。

1989 年，米德格玛结婚成家，小两口只
有60多只羊，收入微薄。当时她大姐家生活
更困难，有 4 个孩子需要抚养。米德格玛与
丈夫商量后，决定把两个大一点的外甥（分
别为4岁、5岁）领回来抚养。1994年，米德格
玛一家靠着勤劳能干，牲畜已发展到 100 多
只，并且先后有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在此期间，米德格玛还收养了儿时邻居
乌云其木格的三个孩子（两个结核病，一个
智障），并照料乌云其木格的智障丈夫。从
此，丈夫在外面放牧，米德格玛一个人在家
拉扯 8 个孩子，劳作之余以制作奶制品和搓
毛绳维持生计。到 2000年，她家的羊群已发
展到 1000 余只了。她先后为布德的两个孩
子治好了结核病，并为患上软骨病和尿毒症
的老三四处奔波、求医问药。

2002年，本嘎查牧民巴图苏和因放羊时
冻掉双手和一只脚而丧失劳动能力，走投无
路之下，带着68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找到
米德格玛。米德格玛一家热情地接纳了他
们，并和他们一起生活到现在。

米德格玛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百名
优秀母亲、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等荣誉
称号。

520 孙付阁
孙付阁，女，汉族，1929年8月生，河南省

兰考县孟寨乡孙西村村民。
儿媳瘫痪在床，她三十年如一日悉心照

料，虽经受老年丧子之痛，但不减婆媳情深，
用朴实无华的行动彰显了中华美德、人间大
爱，被乡邻誉为“好婆婆”。

1985 年，20 岁的刘丽芝嫁给了孙付阁
的儿子孙理信，却因病无法从事体力劳动，
后又因积水瘤导致高位瘫痪。邻居曾悄悄
告诫孙付阁：“刚过门儿的媳妇就生大病，
你家条件又不好，赶紧送回去吧，信儿还这
么年轻，可不敢耽误啊！”孙付阁却说：“芝

儿这孩子命苦，来到俺家就病倒了，咋能不
管哩？进了这个门，就是俺家人，就是俺闺
女 。”孙 付 阁 带 着 儿 媳 到 处 奔 波 、求 医 问
药。她每天早晨 5 点起床，做好饭，帮儿媳
洗漱完毕，再一口一口地喂着吃。孙付阁
怕年纪轻轻的儿媳想不开，常常想方设法
宽慰她。经过几年治疗，刘丽芝的身体状
况有所好转，还生下两个孩子，为家里带来
了希望和欢乐。

2007年，孙付阁的儿子孙理信不幸患尿
毒症去世。孙付阁悲痛欲绝。经历了老年
丧子的巨大痛苦，孙付阁更加觉得亲情弥足
珍贵。除了照顾儿媳和两个孙子生活起居，
她还要下地干农活。80 多岁的老人常常累
得直不起腰，但晚上还照例几次起床照看刘
丽芝。只要对儿媳病情有疗效的药，不管多
贵，她都买来给儿媳服用，而自己省吃俭用，
有病也舍不得花钱去看。

孙付阁荣获2014感动兰考人物称号。

521 阴树长

阴树长，男，汉族，1960 年 10 月生，中共
党员，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机关服务中心车管
科副科长。

他在两个妻妹屡遭不幸、家庭发生变故
的情况下，铁肩担道义，用北方汉子纯朴坚
实的臂膀，与妻子一道挑起三个家庭的生活
重担，撑起家人希望的天空。

2004年以来，阴树长妻姊妹家先后发生
变故。先是两个妹夫相继去世，大妹突发脑
溢血瘫痪在床。面对这一系列挫折打击，他
不畏艰难、勇敢担当，和妻子协助小妹处理
妹夫车祸去世善后事宜，精心照顾瘫痪的大
妹直至其去世。

小妹在老家工作，大妹又瘫痪在床，妹
妹们的两个孩子都在济南上学，无人照顾。
他将孩子接到家中，承担起教育抚养的重
任。他努力不让孩子因为家庭变故而产生
自卑心理，并不断鼓励他们奋发向上、自强
不 息 。 两 个 孩 子 也 把 阴 树 长 夫 妻 当 作 父
母。在大妹故去后，她的孩子在结婚典礼
上，将阴树长夫妇请到台上当作自己的父母
敬茶献酒，以感激这些年来对自己及家庭的
扶助之恩。

阴树长的岳母长期跟随其居住生活。
多年来，他们夫妇俩一直精心照顾老人。10
余年前，老人膀胱癌手术期间，一家三口不
论日夜守护在老人身旁，为老人按摩以求缓
解疼痛，陪伴着老人慢慢康复。2014年老人
突发脑出血，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也留
下了偏瘫的后遗症。阴树长夫妻俩每天早
上 5 点起床开始准备老人的饭食，然后伺候
老人起身，为其洗漱，一口一口地喂饭。中
午下班匆匆赶回家，做饭喂饭。晚上为老人
梳洗，服侍老人休息。

如此日复一日，阴树长的头发白了、腰
也弯了，但是照顾家庭、抚养子女、孝敬老
人，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522 李玉枝

李玉枝，女，汉族，1948年8月生，中共党
员，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海街居民。

广东省“钢铁战士”麦贤得的事迹广为传
颂，妻子李玉枝用40年的爱照顾、护理好这名
特殊的一级伤残军人，构筑起一个温馨美满
的家的港湾，让丈夫摆脱病魔逐步康复。

1965年“八六”海战中，脑部严重受伤的
麦贤得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由于脑浆流失
过多，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几乎全部丧
失；同时，右侧肢体萎缩，并留下严重的外伤

性癫痫，在最好的状态下，智力接近十五六
岁的正常人。组织上为麦贤得向当时正在
公社担任妇联干部的李玉枝抛出了爱的绣
球。李玉枝放弃工作，承诺要用全部的爱尽
力照顾好老麦。

为了更好地护理麦贤得，李玉枝四处拜
医求教，自学各种药理和护理知识，每天记
录老麦的情绪和身体变化情况。李玉枝还
利用空闲时间种菜、养鸡、养鸽、养兔，变换
花样为老麦提供每天所需的营养。

“文革”后期，麦贤得遭受了不公正待
遇，家庭也受到一些打击。社会的压力和父
亲的病症，令儿女幼小的心灵承受着一般小
孩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李玉枝凭借坚强
的毅力和高超的生活智慧，在麦贤得和子女
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近年
来，李玉枝先后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每次
她都毫不犹豫地把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并
先后多次向残联、贫困地区捐资奉献爱心。

李玉枝荣获战斗英雄好妻子、广东好人
等荣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23 李昌女

李昌女，女，汉族，1952 年 12 月生，海南
省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村村民。

20年来，李昌女收养一名流浪乞讨的孤
寡老人当作娘亲，尽管家庭生活困难，仍不
惜花光积蓄、四处举债为老人治病，悉心照
料侍奉，让老人颐养天年。

1995 年，李昌女看到谢阿婆流浪乞讨，
了解了她的不幸遭遇后，尽管自家生活十分
困难，李昌女仍然决定收留这位可怜的阿
婆。说起当年决定收养阿婆的原因，李昌女
说，“如果没有人管她，她会死在外头的。既
然我碰上了，我就要管，否则我的良心过不
去。”丈夫符赞义也支持她。

刚来时，谢阿婆患有肺结核，李昌女一
点没有嫌弃。为了给谢阿婆治病，李昌女花
光了所有积蓄，只得四处借钱继续治疗。有
时实在借不到钱，她就跟医院说情，让医疗
费先欠着，等有钱了才还上。对此，一些亲
友和村民不理解。她说，“既然把她收留下
来，就要负责到底，我不能眼看着阿婆被疾
病折磨不管。”经过李昌女的悉心照料和治
疗，花了几万元，谢阿婆的肺结核终于治愈。

两年前，谢阿婆患上心脏病等多种严重
疾病。到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医生对她
说阿婆的病可能治不好了。但是，李昌女不
甘心，“只要人还活着，还有一线希望，我就
不会放弃。”谢阿婆出院后逢人就唠叨：“不
是我这个女儿，我早死了。”

李昌女荣获全国孝老爱亲最美家庭、全
国最美家庭、海南省最美家庭标兵等荣誉
称号。

524 杨晓微

杨晓微，女，汉族，1985年4月生，吉林省
松原市宁江区新城乡和平村村民。

80后好媳妇杨晓微用瘦弱的身躯，撑起
一家四代人生活晴空，悉心照顾高位截瘫的
丈夫、公公和双目失明的姥姥，十年坚守、不
离不弃，用博大真情诠释孝与爱的美德。

2006 年，杨晓微与丈夫登记结婚时，就
知道丈夫的父亲高位截瘫，姥姥年迈生活不
能自理。谁知新婚后不久，丈夫因车祸导致
高位截瘫，当时她已经怀孕 7 个多月。丈夫
不忍心耽误她一辈子，多次主动提出离婚，
都遭到杨晓微的拒绝。

杨晓微每天早上 5 点多钟起床，帮丈
夫、公公和姥姥 3 个人翻身、揉腿、洗脸，然
后去做早饭，和婆婆一起喂给他们吃。之
后，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帮 3 个人翻身。午饭
和晚饭做好后，她同样要和婆婆一起轮流
喂 3 个人吃饭。一轮喂下来要 1 个多小时，
很多时候她自己都没时间吃饭。3 年前，杨
晓微的女儿上了小学，可家里的活计仍很
多，扒炕、抱柴、扛肥、卖菜等等，几乎全靠
她一人忙活。

在公公婆婆眼里，“杨晓微就是我们的
亲闺女，万里挑一的好儿媳。”乡亲们都说：

“杨晓微起早贪黑照顾一家老小，真是一个
好孩子。她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丈夫、公公和
姥姥。”10 年艰辛磨砺，曾经稚嫩的女孩，如
今已被生活锤炼得更加坚强。杨晓微总说，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这个家就不会散！”
杨晓微荣获吉林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525 吴梅丽

吴梅丽，女，汉族，1957年1月生，中共党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退休人员。

10年来，吴梅丽勇毅笃行、精心照料“渐
冻人”丈夫，自制拼音板，仅凭眼神交流，帮
助丈夫完成创作梦，创造了医学奇迹。

10 年前，丈夫汪建华不幸患“渐冻人”
疾病。面对丈夫的重疾，吴梅丽没有放弃，
与丈夫患难与共。10 年里的每一天，都为
丈夫准备 8 次荤素搭配的流食，用针筒一点
一点注进胃管；每隔一会儿，她都要去检查
插在丈夫身上的各类管子，及时为他吸痰、
换管、消毒；为了给丈夫舒筋活血，她学会
了针灸、按摩等护理技能，让丈夫从未生过
一次褥疮。

吴梅丽知道，丈夫被“冻住”的只是身
体，他大脑仍然清晰。她请人拿来一块小学
生拼音板，用眼神的互相交流来确认声母和
韵母，借助手机拼字，就这么周而复始，循环
往复。丈夫“心灵窗口”被破译后，她鼓励丈
夫创作从纪实写起，然后是札记、诗歌。吴
梅丽和丈夫把他们在医院的点点滴滴合写
成一本4万多字的书，取名《把心捂热——一
个“渐冻人”的生命日记》，从 2009 年到 2013
年，夫妻俩共写了4个春秋。

吴梅丽还把丈夫创作的对联“脉通经正
无庸手，智明神归有妙方”送给病友，勉励
他们战胜病魔。《把心捂热》一书出版后，他
们把稿酬的一半捐给“融化渐冻的心”慈善
机构。

吴梅丽获得全国最美家庭、浙江省文明
家庭等荣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26 何 平

何平，女，汉族，1991 年 2 月生，中共党
员，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父亲中风瘫痪在床、母亲患间歇性精
神病、弟弟患先天性心脏病等接二连三的家
庭灾难面前，何平毅然用羸弱的肩膀扛起生
活重负，悉心照料全家人，并始终用歌声和
行动感染他人、回报社会。

在这个命运多舛的家庭中，何平很早就
去花炮厂打零工挣钱。由于父母无力照顾，
弟弟严重发育不良，何平毅然决定带着弟弟
上学。读研究生时，又把父母接到身边。她
做过家教，发过传单，送过报纸⋯⋯最多时
一周做了 7 份兼职。为保证弟弟的营养，她
平常穿的都是捐赠的衣服，每餐吃的是一块
钱的“无荤餐”。

了解何平经历的大学老师张鑫这样评
价：“她的苦难是罕见的，她的乐观也是罕见
的。”何平是个性格外向、兴趣广泛的活动积
极分子，校园里的文艺表演、演讲、主持，总
是少不了她的身影。何平多次到湘西苗寨
吕洞村走访，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孩子们好好
学习、走出大山；她从父亲后续治疗费用结
余中拿出 1600 元捐赠给因母亲患病无钱医
治准备辍学打工的男孩。她孝老爱亲的事
迹经媒体报道后，众多的好心人纷纷献出爱
心给予捐助。对这些充满爱心的款项，何平
在QQ日记上一一公布账目，并发帖致谢，总
是真诚地劝说网友不要再捐款了，说自己的
钱暂时够用。

何平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国
大学生年度人物、湖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
称号。

527 何 艳
何艳，女，汉族，1977 年 8 月生，中共党

员，四川省南充经济开发区地税局干部。
丈夫不幸离世，她用柔弱双肩，担负起

侍奉年迈的公婆的重担，从“儿媳”变成“女
儿”，替丈夫尽心尽孝，让二老安度晚年。

2007 年，何艳与武警军官聂辉喜结良
缘。婚后不久，聂辉外出执行任务。三年
的婚姻，夫妻相聚不足三个月，甚至怀孕生
子 丈 夫 也 不 在 身 边 ，何 艳 对 此 却 无 怨 无
悔。为解除丈夫在前线的后顾之忧，何艳
将农村的公婆接来城里共同生活。起初，

公婆担心城里媳妇会看不起他们，几年相
处，何艳用温柔体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消
除了老人的顾虑。

2010年10月，时任营教导员的丈夫在阿
坝执行任务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公婆受
不了老年丧子的致命打击，哭倒在地，何艳
强忍悲痛搀扶起二老，抱着他们说：“爸、妈，
聂辉虽然走了，但你们还有我，以后我就是
你们的女儿。”处理完丈夫后事，何艳做的第
一件事，便是将二老的户口从乡下转到南
充，何艳从此开始了单位上班、医院照顾老
人、回家照顾孩子的生活。

何艳曾主动写下协议，将大部分财产划
给公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为照顾二老，
至今仍未另嫁。作为一线税务干部，凭着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娴熟过硬的业务技能，
她还被纳税人誉为“最美女税官”。

何 艳 荣 获 四 川 省 孝 老 爱 亲 模 范 荣 誉
称号。

528 邹林根

邹林根，男，汉族，1949年4月生，中共党
员，国家电网浙江海盐县供电公司退休职工。

二十年如一日，邹林根精心自制食谱，
独自一人照顾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老岳
母，“好女婿胜似亲生儿”。

1993年5月，吴阿英双目失明，邹林根随
即带着岳母去杭州、上海求医。岳母住院期
间，他守候在岳母病床前，端屎倒尿。医生和
同病房的人看到后，纷纷称赞邹林根的孝顺。

吴阿英失明后，她曾多次绝食。“妈，伺
候您是我们的责任。您可千万别乱想呀，我
一定想办法，把您的眼睛看好。”老邹总是这
样劝说吴阿英老人。虽然后来病情还是没
有好转，但老邹的孝心未减半分。邹林根 12
岁时父亲去世，22 岁时母亲去世，过早地失
去双亲让他感受到亲情的珍贵，他将对父母
的孝奉献给了老岳母。

10 年 前 ，吴 阿 英 突 发 脑 溢 血 ，半 身 偏
瘫。上有百岁老岳母，下有襁褓孙辈，邹林
根夫妻俩顿时成了最忙碌的人。老两口作
了分工，妻子到杭州照顾孙辈，邹林根则在
海盐照顾岳母。为防止老人家生褥疮，老邹
经常给吴阿英按摩、擦身、清洗尿垫，还特地
买了轮椅，有空就推着老岳母去晒晒太阳。
多年来，老邹坚持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为老
岳母做早饭，帮助她洗漱。在墙上，人们还
可以看到贴着一张老岳母的食谱，每顿都是
二素一荤一汤，搭配合理，菜色丰富。一天
下来，老邹总是照顾到老岳母睡着之后，
自己再去休息。

邹林根荣获全国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29 冷 木

冷木，女，藏族，1962年1月生，中共党员，
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尼傲乡原妇联主任。

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与自己毫无血
缘关系的流浪老人，不离不弃。冷木的真情
付出传递的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关怀帮助，
更是对人间大爱的不懈追求。

40 多年前，一位年过 60 轻微智障的老
人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出现在一位老阿妈的
大门口，头上还带着伤。善良的老阿妈一
家出于同情收留了他。这位老阿妈就是冷
木的婆婆。十年后，冷木加入到这个温馨
的小家庭。

本性善良的她自嫁过来的那一天起，
在照顾好一家老小的同时，也担负起了照

顾流浪老人的责任。在她的眼里，老人就
像 是 自 己 的 亲“ 阿 尼 ”（爷 爷）。 时 光 荏
苒，冷木的公婆相继离世，不久，丈夫也随
之 而 去 。 这 个 原 本 欢 声 笑 语 不 断 的 家 庭
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冷木身边除了年
幼的孩子们，还有这位年迈的智障老人。
在 冷 木 一 家 几 度 面 临 揭 不 开 锅 的 窘 境 之
时，她也没有轻言放弃。在艰难的岁月里
缩衣节食照顾一家老小，在老人病重的时
候彻夜相守。在冷木看来，就像藏族人常
说的谚语“使父母愉快的是孝敬，让众人
点头的是积德”，上天安排这样一件事给
自己做，肯定是有道理的，那些受过的苦
和付出的艰辛，都是值得的。2014 年的冬
天，年近百岁的“阿尼”带着微笑离开了大
家，冷木一家为“阿尼”举办了当地藏族最
隆重的葬礼。

冷木荣获甘肃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530 沙世银

沙世银，男，汉族，1961年6月生，宁夏固
原市彭阳县白阳镇罗堡村村民。

27年悉心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为了能
让妻子重新站起来，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真
情感动乡间。

1988 年 12 月 23 日，沙世银夫妻乘坐哥
哥的手扶拖拉机去县城的路上，车翻下沟
壑，妻子陈玉芳的脊椎骨摔断。沙世银变卖
所有家产为妻子医治，深信她会重新站起
来。但事实是残酷的，26岁的陈玉芳被诊断
为十二胸椎以下瘫痪。无奈之下，他只得带
着妻子回家休养。

多年来，沙世银为撑起这个家，做过搬
运工、泥水工，收过废品，有时一天在外要做
两份工。为了还清妻子住院时的债务，他把
分家得的一头牛卖了还账。

沙世银是个细心的汉子。每当妻子心
情烦闷时，他就用轮椅推着她去邻居家串
门；妻子想母亲了，他就套起农用架子车，把
妻子送到60里外的娘家。夏天，他把妻子抱
到树荫下乘凉；冬天，他把炕烧得热热的，生
怕妻子冻着。尽管妻子常年卧床，但沙世银
还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让妻子在家里住
得舒舒服服。

27 年来，沙世银在村民眼里，是个当之
无愧的好丈夫。村党支部书记对他不吝赞
美之词：“沙世银是我们村的骄傲，是全体村
民学习的榜样。”

沙世银荣获感动宁夏人物等荣誉称号。

531 张秀桃

张秀桃，女，汉族，1982年7月生，中共党
员，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卫生院医师。

她用真情照顾一名一级伤残军人并与
其结为连理，始终无微不至、不离不弃，诠释
了“最美军嫂”的人间大爱。

2002年，张秀桃被安排到河北鹿泉市部
队医院实习，负责为颈椎粉碎性骨折、高位
截瘫将近3年的一级伤残军人朱光进做医学
护理。面对心情低落消沉的朱光进，张秀桃
自学心理学知识，一有空就和他聊天，为他
剪指甲、掏耳朵、做按摩。两人成了无话不
谈的朋友，随后产生了要照顾他一生的情
愫。2004年11月，已转回鄱阳老家治疗的朱
光进病情加重，几次流露出轻生的念头。张
秀桃得知后，辞掉在石家庄的工作，孤身一
人找到了远隔千里的朱光进老家。每天早
上，张秀桃要把75公斤重的朱光进从床上抱
到轮椅上，晚上又从轮椅上抱到床上。当
时，秀桃体重还不到 50 公斤，好几次因体力
不支，俩人一起摔倒在地。由于常年坐着，
朱光进落下便秘的病根，大便经常是张秀桃
为他抠出。为了能让朱光进站起来，张秀桃
拜老中医为师，苦学按摩技术，坚持每天早
晚给他做肢体康复性按摩。经过5年多精心
照料，朱光进身体日渐好转，两人于2009年1
月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张秀桃说：“未来的
路不管有多长、有多难，我都要和他在一
起。也希望所有的军嫂都让自己的丈夫安
心国防建设，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

张秀桃荣获全国最美家庭、全国爱国拥
军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荣
登“中国好人榜”。

（下转第二十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