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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张德凤

张德凤，女，汉族，1964年11月生，陕西省
商洛市柞水县石瓮镇胜利村村民。

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在前夫家庭接连
遭遇横祸之际，依循着朴素善良的本性，主
动承担起为前夫父母尽孝的义务，5 年来风
雨无阻，谱写了一曲孝老爱亲的感动之歌。

2010 年，张德凤与下梁镇高原村的冯
家文重新组建了家庭，小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可前夫家却接连遭遇了横祸：前夫遭
遇车祸不幸身亡，小儿子因煤气中毒再也
没醒过来。前夫和孩子去世造成的伤痛，
不仅折磨着张德凤，也让前夫的父母伤痛
难当。善良厚道的张德凤在悲痛中决定，
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父母一样照顾他们。此
后，张德凤就承担了尽孝义务，时常要乘公
交车赶 40 里路回去帮前夫 80 多岁的父母亲
挑水、砍柴、做饭、洗衣。2011 年，张德凤和
丈夫冯家文商量，在离前夫父母最近的地
方租了间房子，以方便长期照看。租来的
房子狭小简陋，没有像样的家具，可张德凤
和丈夫却从无怨言。

因为多年的劳累，张德凤的视神经急剧
萎缩，双眼视力只有 0.1，现在吃饭夹菜都得
别人帮忙，即使这样，她依然不离不弃、无怨
无悔地照顾着公婆。

张德凤把和自己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
老人赡养得很好，让村民都很感动，村里不
少年轻的儿媳妇都在向张德凤学习，孝公公
敬婆婆。

张德凤荣获陕西好人荣誉称号。

533 陈 明

陈明，男，汉族，1984年1月生，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一团社区政工员。

陈明是兵团军垦后代，在突遭家庭变故
后，用年幼的肩膀承担起照顾瘫痪父亲的责
任，20 多年来不离不弃，在行孝尽孝中坚强
成长。

1987 年，陈明的父亲在煤矿检查安全
工作时，突发事故，导致其腰以下双下肢瘫
痪，失去生活自理能力。1995 年，不堪生
活重负的母亲离开瘫痪在床的丈夫和年仅
11 岁的陈明，再无音信。从此，一家人的
生活压力全压在陈明身上。除了每天完成
学业外，他在放学后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回
家，为父亲翻身按摩、煎药喂药、做家务。
糊炉子、倒火墙、安烟筒、挑煤担粮，陈明
啥事都干。

艰难的生活让陈明变得愈发坚强，把父
亲照顾好成了他最大的心愿。2011 年，在
四十一团党委的关怀下，陈明被就近安排
在社区当政工员，一家人也搬进了新建的
楼房。2012 年 1 月，陈明的父亲被确诊为膀
胱癌晚期，这给陈明带来不小的打击。但
他很快走出心理阴影，一边以饱满的热情
工作，一边悉心照顾他的父亲。他的努力，
也鼓起父亲战胜病魔的信心。如今父亲的
病情得到较好控制，创造了晚期癌症病人
生命延续的奇迹。

善良打动人心。陈明从小尽孝侍父的
感人事迹和可贵品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陈明荣获兵团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534 陈如豪、吴清琴
陈如豪，男，汉族，1957年2月生，中共党

员，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田社区
居民；吴清琴，女，汉族，1957 年 9 月生，陈如
豪妻子。

儿子陈文亮因公负伤成为植物人，陈如
豪、吴清琴夫妇十八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从不
向组织提特殊要求，还多年坚持参加社会公
益活动，受到各方广泛好评。

1997年，时年21岁的陈文亮在抓捕飞车
抢夺的犯罪嫌疑人时身负重伤，先后接受了
10 多次大小手术，尽管战胜了死神，但从此
进入“植物人”状态。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
变故，陈如豪夫妇在悲痛中选择了坚强。为
了照顾儿子，陈如豪关闭了公司，转让了养
殖场，吴清琴也提前办理退休。正是陈如豪
夫妇18年从不间断的医疗护理和康复训练，
使陈文亮突破了“最多只能活三年”的预判，

不断改写着生命的纪录，他从来没有生过褥
疮，尤其臂、腿、背、臀部，仍保持肌肉弹性，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陈如豪

吴清琴

18年来，尽管夫妇俩为了照顾儿子花费
了巨大的开销，他们还经常出手帮助别人。
老家村里修路搭桥，建老人院和幼儿园，还
有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华南雪灾、舟曲泥石
流、鲁甸地震，每一次他们都以“陈文亮”的
名义积极捐款，累计已超过12万元。

陈如豪、吴清琴荣获感动广东十大人物
荣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35 陈若星

陈若星，女，汉族，1958年6月生，中共党
员，陕西省文化艺术报总编辑。

面对母亲患老年痴呆、父亲瘫痪在床、自
己又身患癌症的困境，陈若星克服一切困难，
用坚强毅力换来父母的转危为安，为自己、为
家庭重燃生命新希望。

1997年，陈若星的父亲因脑梗和严重的
糖尿病并发症而卧病在床，丧失了听力及语
言表达能力，吃喝拉撒都要她管。父亲卧床
17 年，从未患上褥疮，这背后是陈若星心细
如发的精心护理。同时，她还照料患有痴呆
症的母亲。

2008年从汶川地震灾区采访回来后，陈
若星被确诊为乳腺癌。母亲得知陈若星癌症
住院后高血压病发作，倒在了地上。当时正
在接受化疗的陈若星得知后拔掉针管，跑到
医院门口接救护车。

母亲的病情稍有缓解之时，父亲也被送
到重症监护室，又一张病危通知书递到了陈
若星的面前。就这样，西安交大二附院同时
住进了他们一家三口，两个病危，一个癌
症。化疗完成后，陈若星顾不上自己止不住
的呕吐及深入骨髓的剧痛，在楼上楼下步履
蹒跚、晃晃悠悠地奔忙着，咨询医生，联系护
工，为父母端馄饨、送稀饭、喂水果、换床垫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父母病情缓解，脱
离危险，先后出院，而她又留在医院里继续
着自己的化疗。

陈若星荣获陕西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536 陈春林

陈春林，女，汉族，1997年2月生，广西壮
族自治区贺州高级中学学生。

母亲离世、父亲患病，家庭接连遭遇不
幸，陈春林把父亲带在身边，一边认真学习，
一边精心照顾父亲，演绎了“带父上学”的孝
心故事。

陈春林原本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然
而，9岁那年母亲因脑溢血离开人世，15岁那

年父亲因中风导致偏瘫，卧病在床。陈春林
与年幼的弟弟不得不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陈春林决定休学一年
在家照顾父亲。2013年，渴望读书的陈春林
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她决心要一边学习一边
照顾父亲。

为了让父亲尽快康复，她每天给父亲拍
打全身，搀扶父亲做四肢屈伸动作，有时一做
就是几个小时，一天下来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她仍然咬牙坚持着。就这样，学校和医院这
两点一线就成了陈春林一天的生活轨迹。为
了不让自己的功课落下，陈春林争分夺秒地
学习。辛勤的付出终有回报，陈春林的成绩
一直保持全年级前列，不仅是师生眼中的孝
女，还是同学们心目中的学习尖子。2014年，
陈春林以七科全 A+的成绩被贺州高中录
取。贺州高中在校内特别提供了一间房给陈
春林和父亲居住，使她得以一边上学，一边照
顾父亲。

陈春林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道德模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大孝心人物、广西壮族自
治区青年五四奖章，荣登“中国好人榜”。

537 陈秋花

陈秋花，女，汉族，1954年9月生，山西潞
安矿业集团漳村煤矿居民。

陈秋花四十年如一日悉心伺候因工伤
高位截瘫的丈夫，不离不弃，托起一个温情
满满的家。

1976 年，事故发生时，陈秋花的儿子才
一岁多，丈夫突然致残给这个刚刚建立起的
家庭带来了灾难性重创，对于年仅22岁的陈
秋花更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

在潞矿医院治疗的 7 年时间里，她每天
就 是 守 护 着 病 床 上 的 瘫 痪 丈 夫 和 幼 小 孩
子，丈夫一个小时需要翻翻身，孩子半个小
时要喂喂奶，她吃饭、去厕所都得小跑。偶
尔孩子有个头痛脑热、身体不适，更是忙得
不可开交。当她看到丈夫神情恍惚时，总
是把苦和累藏埋在心里，面带微笑和丈夫
讲些高兴的事，并鼓励丈夫说：只要你积极
配合医院治疗，我一定会让咱们一家三口
过出个样来。

随着年龄增大，丈夫任俊山身体状况越
来越差，肾脏功能减弱趋向衰退，并引起高血
压等病症。2004年，被病魔折腾多年的丈夫
想放弃治疗，陈秋花积极做丈夫的思想工作，
最终手术顺利完成。

丈夫从小就是由二叔和姑姑两家抚养
大的，陈秋花认为自己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没忘记逢过年
过节托人给远在乡下的四位老人带点好吃
的东西，从生活上尽可能地接济一下。

陈秋花荣获山西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荣
登“中国好人榜”。

538 罗必炎

罗必炎，男，汉族，1951年6月生，湖北省
宜昌市远安县旧县镇鹿苑村村民。

秉承孝老爱亲、多行善事的家风家训，
悉心赡养亲、继、养父母 8 位老人，用大孝情
怀教育子女，四世同堂的家庭重德重孝、相
亲和睦。

罗必炎和他的养岳父、女婿，三代男人都
是上门女婿。罗必炎之妻年幼时家贫投奔向
家，成为养女，上头也有四位老人。罗必炎上
门做女婿时，生父生母、继父继母、岳父岳母、
养岳父养岳母等8位老人都健在，他明白，自
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去赡养每位老人。
罗必炎和妻子数十年如一日，这家那家做农
活、这边那边照料老人。乡亲邻居有人叹息，
罗必炎自己赡养四个老人，还上门另养四个，
累得哪像人过的日子。但罗必炎觉得，哪家
都有老人，后辈再苦再累也要孝顺老人，这是
做人的道德良心。

8位长辈年老体弱、经常患病，罗必炎与
妻子就不辞辛劳、辗转照料。2007年，妻子养
父向性凯肺气肿加剧，罗必炎送他到县医院
治疗。周围不少人劝他，你多年尽孝，又不是
亲父，不必花冤枉钱了。但他坚守自己的孝
心，每天给老人送水喂药、端屎端尿、擦拭身
体，老人躺在病床上几个月，身上没长一处褥
疮。病友们都说，这些事连亲儿子也难做到。

罗必炎荣获全国最美家庭、湖北好人荣

誉称号。

539 罗永秀

罗永秀，女，布依族，1970 年 12 月生，福
建省晋江市龙湖镇埔头村村民。

二十几年来，罗永秀视两个继子如同己
出，细心呵护因车祸受伤成为植物人的大儿
子，让儿子逐渐恢复生命迹象，以伟大母爱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20 年前，贵州长顺的罗永秀到晋江打
工时认识了施劲松，并与他结婚。当时丈
夫与前妻已生育了孩子施并钧、施并帝。
罗永秀精心照料这两个孩子。2008 年，18
岁的大儿子施并钧骑摩托车遭遇车祸，成了
植物人。然而，7年过去了，罗永秀依然不离
不弃地守护在病儿的床前。为了这个“前人
囝”，她把家庭开支控制在最低限度，将省下
来的钱换成药品、针剂、轮椅⋯⋯她还专门
拜师学艺，学会了一套按摩手法，每天帮他
翻身、擦洗、按摩。为了便于照顾，她搬到
儿子房间。

在罗永秀的悉心照料下，7年来，施并钧
从未长过一个褥疮，手脚肌肉从未发生过明
显萎缩。2013 年 5 月起，他的双手逐渐能够
握拳，眼珠逐渐能够转动，疼痛时也会发出
呻吟声。一个个有意识的生命迹象渐渐地
回到了施并钧的身上！罗永秀以伟大母爱，
树立了一个新时代继母的全新形象。埔头
村村民对施劲松一家十分关心，提起罗永
秀，父老乡亲们都说“生的放一边，养的功劳
大如天”。

罗永秀荣获泉州市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荣登“中国好人榜”。

540 周 薇

周薇，女，汉族，1963年4月生，海南省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钗中心小学教师。

周薇悉心照顾体弱多病的父母 17年，长
期照顾身患重病的前夫和年老体弱的公婆，
久病床前有孝子，婚姻不在情义在，其感人
事迹被广泛称颂。

周薇对父母养育儿女所付出的艰辛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她对父母常怀感恩之心，
悉心关心父母衣食住行，在兄弟姊妹中起带
头作用，让父母丰衣足食过晚年。她常说：

“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孝敬父母，是我
们的责任。”1992 年父亲瘫痪在床生活不能
自理，她十几年如一日地精心照顾父亲，直
到父亲安详离去。

离异后，周薇仍坚持照顾，撑起前夫一
家的生活。2008年11月，前夫突患脑梗塞住
进了海南农垦总院，她听说后立即赶赴医院
照顾，直到他脱离危险。2009年7月，她的父
亲离世未满40天，公公也因病住院，半年后，
公公也撒手人寰。她还没擦干失去亲人的
痛苦眼泪，前夫又第三次住进了医院。她毫
无怨言，从拿药、端水、端饭到端便盆、倒粪
便，样样都做。

2012 年 5 月，婆婆不慎跌伤致右股骨粗
隆断裂，手术后一直瘫痪在床。在承担起婆
婆所有医治费用的同时，体弱多病的她独自
担负起照顾、护理婆婆的全部责任。婆婆长
期卧床生了褥疮，她亲自为婆婆做按摩。

周薇荣获中华孝亲敬老楷模提名奖等
荣誉称号。

541 周珏珉
周珏珉，女，汉族，1958年1月生，中共党

员，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巾帼园）
主任。

她不遗余力照顾患有智障的婆婆和两
位小姑，悉心照料年迈多病的父母及身患癌
症的儿子，在平凡而特殊的家庭中演绎着动
人的亲情故事。

周珏珉的婆婆和两位小姑是先天智力
障碍患者，日常生活全靠她和丈夫照料。

每逢新春佳节，她都会为老人家买新衣
新鞋，在婆婆骨折卧床期间，周珏珉不顾自
己患有严重的肾脏疾病，悉心帮助老人穿
衣、洗漱、喂饭、按摩、通便。作为嫂子，在

“傻妹妹”不幸罹患乳腺癌时，她倾尽所有，
为她治疗。

在家中，周珏珉更是一位人人皆知的孝
女。她从小由外婆带大，长大后她多年悉
心照顾年迈的外婆，直到外婆 95 岁辞世。
她每年都要挤出时间去看望住在南京的双
亲。母亲去世后，周珏珉又要照料已 91 岁
的老父亲。

上海市妇联巾帼园成立于 1992年，作为
巾帼园的领军人，周珏珉深感社会责任重
大。巾帼园每年为所在街道的敬老院开展
献爱心活动、定期帮困送温暖，为社区困难
学生提供帮困助学，向慈善基金会捐赠善
款。由周珏珉创意并组织开展的公益项目

“上海市婚恋博览会”，成了上海市政府服务
民生的重点服务项目。

周珏珉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中国杰
出创业女性、中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全国
家政服务行业优秀管理者等荣誉称号。

542 周淑琴

周淑琴，女，回族，1975年3月生，宁夏石
嘴山市大武口区丽日社区居民。

18年来，周淑琴用柔弱的双肩，支撑着这
个家，精心照顾婆家患有精神病、癌症等疾病
的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叔子、大伯哥，给了
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周淑琴 1998 年结婚，婆家 3 个病人都需
要她照看：70 多岁的婆婆长年患有精神病，
小姑子也患有家族遗传性精神病，小叔子手
脚残疾，生活不能自理。面对这个老弱病残
的家庭，周淑琴夫妇挑起家庭重担。

周 淑 琴 的 公 公 被 查 出 患 有 肝 病 没 多
久，又并发脑溢血引起偏瘫，两年后又查出
患有食道癌。3 年里，周淑琴每天要为瘫
在床上的公公做吃做喝，端屎端尿，擦洗身
子。3 年后，公公撒手人寰。在公公离开
人世不久，离异后的大伯哥又查出肝癌。
周淑琴毫不犹豫把大伯哥接到自己家，精
心照顾。

大伯哥去世后，周淑琴又把患病的婆婆、
小姑子、小叔子接到自己家。一家老小病的
病、残的残，一切的生活开支都依靠周淑琴夫
妇二人。2006年，周淑琴的丈夫陈志明查出患
有肝炎，周淑琴大哭一场后，又重新树立起生
活的信心。面对丈夫有病不能累着、营养要跟
上，婆婆、小姑子、小叔子都需要人照顾的现实，
周淑琴坚强地咬紧牙关挺住。她每天早晨4时
就起床做饭收拾屋子，打发走上班的丈夫和
上学的孩子后，给婆婆洗脸穿衣，再把饭菜端
到婆婆、小姑子、小叔子面前。一日三餐，里
里外外，她没有停歇的时候。

周淑琴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

543 赵小参

赵小参，女，汉族，1953年3月生，河南省
驻马店市平舆县万金店镇王寨村村民。

公婆早年离世，她含辛茹苦 30 多年，把
婆家未成年的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抚养成人；
自己身患癌症，却又毅然抚养两个侄子，被
弟弟妹妹们尊称为“嫂娘”。

1979 年，赵小参嫁给了王寨村的李雪
太。1983 年，公公婆婆相继去世，撇下两个
妹妹和三个弟弟，大的不足 17 岁，小的才 6
岁。赵小参挨家借钱，让公婆入土为安。几
天之后，老屋突然坍塌，她咬牙又借钱为五
姐弟置办了新家。此后，赵小参辞去了自己
心爱的民办教师工作，节衣缩食，没日没夜
地为一大家子人的生计操劳。7 年之后，她
让两个妹妹风光出嫁，帮二弟三弟盖了新房
办了喜事。接下来，她独自南下广州，一边

拾荒挣钱，一边求情借款，为四弟凑足 1.5 万
元的建房钱。没有宅基地，她把自己儿子的
宅基地让出来。1999年的冬天，终于为四弟
娶了媳妇。

2002 年 秋 ，赵 小 参 被 查 出 患 了 食 道
癌。期间，二弟的妻子突然暴病身亡，二弟
在外打工失去联系。当时，两个侄子一个
读高中，一个读初中没人照顾。赵小参不
顾自己疾病缠身，又毅然担负起抚养他们
的重任。她自己少花钱，拖延治疗，省下钱
供养孩子上学，直到大侄子接到北京化工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外打工误入黑砖窑
4 年没有音讯的二弟回到家，跪在赵小参面
前：“我这辈子最尊敬的人就是您，您就是
俺的嫂娘啊！”

赵小参荣登“中国好人榜”。

544 胡章明

胡章明，男，汉族，1959年2月生，重庆市
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磁正街社区居民。

胡章明 33年如一日，照顾半身不遂的妻
子，无怨无悔、不离不弃，用“我就是妻子的

‘双脚’”，诠释了“亲是相守、爱是陪伴”的朴
素真情。

30 多年前，胡章明与自小患有小儿麻
痹 症 的 王 承 敏 结 为 夫 妻 。 为 了 扛 起 家 庭
的重担，让妻子过得好一点，胡章明每天
起早贪黑。2005 年，王承敏到邻居家串门
时不慎跌倒，右腿膝盖骨破裂。近半年的
时间里，妻子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胡章明
忙里忙外，洗衣做饭，精心照料。这次受
伤也使妻子以后只能依靠轮椅出行，胡章
明 笑 着 说 ：“ 以 后 我 就 是 你 的‘ 双 脚 ’，你
想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他说到做到，每
天都推着妻子出门，磁器口的大街小巷里
都有他们形影不离的身影；每个月还会推
妻子去逛一逛三峡广场、沙坪公园，每两
个月还会送妻子去她的父母家中看望，以
尽孝道。

腿伤未愈的妻子又患上了喉部肿瘤，医
生建议马上住院做手术。在妻子住院的半
个多月时间里，胡章明每天端水送药，还熬
汤给妻子补充营养。为了给妻子活络筋骨、
缓解疼痛，胡章明学会了中医拔罐，为了方
便照顾妻子，胡章明在离家很近的一家餐馆
干上了洗碗工，只要一有空，就小跑回家看
一眼妻子才放心。

从胡章明家门口到街上的平坝，有一石
梯，每天，胡章明都会背着妻子上下，这一背
就是 30 多年。这石梯就是他们深情相伴数
十年的无声见证。

胡章明荣获重庆市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545 施庭荣

施庭荣，男，汉族，1960 年 12 月生，云南
省昭通市威信县邮电局职工。

施庭荣因崇敬劳动模范宋思莲，认下她
为母亲，从此来到义父母的家里，尽心孝敬父
母，照料瘫痪弟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是一
位有情有义的好儿子。

1982年，刚20出头的施庭荣，从报纸上读
到了云南省“三八”红旗手、省劳动模范宋思
莲的感人事迹，立即写信联系上了宋思莲。
从此，施庭荣和宋妈妈之间连上了一条长长
的牵挂线。1983年11月，施庭荣在未婚妻的
陪同下，踏上千里“寻亲”路。当时，宋妈妈的
两个孩子已相继离世，只剩一个15岁的瘫痪
儿子。年底，施庭荣陪亲生母亲再次来到宋
思莲家。他的母亲对宋妈妈说，“我有两个长
大了的孩子，以后咱两家一家一个，这样百年
后就都有人送终了。”

从此以后，施庭荣就来到宋思莲家里，
至今已陪伴照料 30 多年。1995 年，退休不
久的义父因脑血栓病倒，经医治后仍需长
期护理。整整 18 年，施庭荣和宋妈妈，以及
他的妻子儿女，全心照顾病中的老人。2013
年，80 岁高龄的义父病重。为治好义父的
病，施庭荣能借钱的地方都借了。但是，虽
然他尽了最大努力，义父还是离开了。邻
居们说：“宋妈妈家这个儿子，不是亲生胜
似亲生。”现在，施庭荣最大的心愿就是母
亲的健康。

施庭荣荣登“中国好人榜”。
（下转第二十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