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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张彤 实习生 刘钊

如果“家”需要一个定义，你会如何
定？家是一份职责，家是彼此的真诚相待，
家是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想起就会很温暖
的港湾。在流亭街道双埠社区就有这样一
个家庭，夫妻和睦，四世同堂其乐融融，而
姜光新和袁梅夫妇是这个家的主心骨。他
们支持孩子追寻自己的梦想，即便再辛
苦，也有家的温暖；他们本着“父母病，不
远游”的责任，悉心照顾生病的父母。虽
然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却用自己真
诚淳朴的心，打动着周围每一个人。

要立业，先做人

“死就死了呗，那你也是英雄他
爹！”听到儿子姜俊弟的豪言壮语，姜光
新憋了口气。8月19日晚，温比亚台风给
山东带来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严重受
灾。姜俊弟紧急接到任务，需要立即前
往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中心待命。原本
第二天是姜俊弟的生日，姜光新想提醒
儿子记得回来聚一聚，但儿子并没有把

生日聚餐放在心上，而是满心扑在灾区，
他恨不得立马出门前往灾区一线。姜光新
担忧儿子会有危险，一直在他旁边絮絮叨
叨，虽然儿子知道父母是关心他，但是他
却已听不进去，便有了这争吵的一幕。
21岁的姜俊弟目前是国际救援教

练联盟（IRIA）中拥有国际救援证照的
年纪最小成员。两年前，他参加了青岛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他觉得人活在世，
必须要去干有意义的事。姜光新清楚，
公益性质的工作不符合男孩子成家立
业的传统标准，但是他却非常支持儿子
的决定，他告诉儿子：“要先学会做人，
出去多看看这个多样世界，树立自己的
人生家价值观，以后养家糊口的事慢慢
来。”当姜光新兴致勃勃地讲述儿子的
事迹时，记者能看到他脸上写满了自
豪，儿子就是他的骄傲。姜俊弟也觉得
自己入对了行，他觉得救人是一件很酷
的事，“只要人人学急救，即便自己倒下
了，后面的人也会赶上来。”姜俊弟心里
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念，跟团队上山下
海，为赛事提供安全保障，向市民普及
急救知识，他一直在线。
“倔脾气，和他爸一样。”袁梅提起
自己的儿子，想起那晚上的父子争论，
瞥了一眼姜光新说，“真要是出点事，你
哭都没地儿哭去。”姜光新腼腆地笑着。

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
是娶了她

这么多年来，让姜光新最为感谢的
人，便是自己的妻子袁梅。从年轻时谈

恋爱开始，袁梅和姜光新就一直同甘共
苦。姜光新家庭并不富裕，年轻时靠挖
沙、碎石、搬砖谋生，但是袁梅丝毫没有
嫌弃他，她一句怨言也没有，一直陪伴
在姜光新身边。不仅如此，袁梅在帅通
电讯工作期间，还获得了“双学双比”女
能手的称号。袁梅坦言：“我从没觉得和
他在一起吃了苦，反而是他的朴实打动
了我，是我们一起撑起了这个小家。”
那时日子虽苦但也温馨幸福。可天

有不测风云，袁梅的公公在退休后罹患
脑血栓，婆婆中风。姜光新为了两个老
人，每天急的团团转。袁梅看到自己丈
夫每天这么辛苦，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
的起居，她主动提出把公婆接到家里来
照顾。公公病情严重时，一个月挂十几
次吊针，袁梅为了公公跑东跑西，每天
都闲不下来，虽然照顾精心，但老人记
忆一天不如一天，去医院检查发现得了
老年痴呆，老人失语又失忆，日常不能
自理。公公的咀嚼能力差，喂一顿饭需
要1个多小时，他们就把冷了的饭再热，
热了再喂，袁梅每天照顾公公的饮食起
居，从未有过一丝怨言。
袁梅的婆婆中风后，右半边身体不

能动弹，为了让婆婆不摔倒，姜光新买
来护栏安装在家里，从客厅延伸到厕
所。姜光新清楚自己母亲的脾气，她告
诉记者：“有时她肢体运动不受大脑掌
控，随时会甩脾气，但是我都理解。”袁
梅鼓励婆婆坚持做康复锻炼，“有时她
拿饭勺老是掉，老人很气馁，但我们有
耐心。”夫妻俩手把手教导，在他们看
来，两个生病的老人就像两个小孩子，
一个牙牙学语，一个步履蹒跚。

“这辈子我最幸运的事就是娶了
她。”姜光新的一番表白惹来袁梅一阵
“恩爱”的嫌弃。

“等儿女成家立业，我带
你去旅游”

“来，开会！娘，你也过来听听。”等
一家人齐活，姜光新指指挂在玻璃屏风
上的“阳光家庭”小锦旗说：“你们看啊，
以后家里不能讲脏话，不能发火，因为
咱是阳光家庭，要和和睦睦的。”姜光新
的母亲听完立即打趣道：“呦，我得给俺
儿添个茶倒个水。”姜光新听完之后放声
大笑。在夫妻俩精心照顾下，两个老人如
今都恢复得不错，特别是姜光新八十岁的
老母亲，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行走
状态，也能替夫妻俩分担些家务，姜光
新和袁梅也着实感觉轻松了不少。对于
阳光家庭的名誉，全家人格外珍惜。
2004年以来，为了专心照顾父母，

姜光新曾经放弃了每月七八千的挖掘
机工作，在家附近开了个便利店，姜光
新告诉记者：“以前那就是个储藏室，
也没有什么正门，改成便利店之后，对外
只开出一个窗口供交换货物使用。”一晃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看到别人家夫妻
俩经常出去旅游，姜光新也十分羡慕，他
觉得自己亏欠袁梅太多。“再等等吧，
等儿女都成家立业了，我带你出去旅
游！”姜光新微笑着对袁梅说。
几分钟前，袁梅还说姜光新是暴脾

气。转眼之间，他对她的承诺，就释放在
说过的每个重音里，余音绕梁。

□半岛记者 张彤 实习生 黄冬梅

在中国，不管古代还是现代社会，儿
媳妇可以做到相夫教子，孝顺公婆，都是
值得被人赞颂的，虽说做这一些事情是理
所应当，但是在婆媳关系矛盾和家庭纷争
尖锐的当下，依然能够全心全意照顾公
婆，为家庭默默付出，是值得很多人学习
的榜样。中华埠社区的魏秀辉，就是这样
的人，虽然是一位普通的妇女，但是她不怕
苦不怕累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公婆的事
迹，深受街坊邻居的赞扬，村里的人提起她，
都会为她竖起大拇指，为她点赞！

热乎乎的饺子，包的是
“孝心馅儿”

魏秀辉的丈夫家是一个大家庭，公
公婆婆养育了五个儿子，其中魏秀辉丈
夫排行第五，从她进门那天起，家里每
一位哥嫂和公婆都视她如亲人一样，在
这个温暖的大家庭，让魏秀辉也默默地
把自己的一片真情投入到这个家中。
如今，魏秀辉的公公已经九十高龄，婆
婆也八十多了，但是两位老人身体都还硬
朗，这少不了魏秀辉平时的细心照料。公婆
因为比较眷恋故土，没有搬去和儿女一起
住，加上魏秀辉家和公婆家相距不是很远，
所以魏秀辉基本一天或者两天会去公婆家
一趟，看望两位老人。魏秀辉每一次去公婆
家之前，会准备好一些可口的饭菜，其中公
婆最喜欢吃的是饺子，魏秀辉每次就亲自
剁些公婆喜欢的饺子馅，煮好了给公婆送

去。“看到公婆吃到热气腾腾的饺子时幸福
的模样，再麻烦也觉得值得，嘿嘿。”魏秀辉
说到。除此之外，冬天的时候，魏秀辉还会给
公婆洗洗厚衣服，晒被子，定时检查公婆家
里的煤所剩余量，不够的时候及时添加，保
证公婆在寒冬里不受冻，暖暖和和地过冬。
在中华埠社区，五天就有一次赶集

日，知道婆婆喜欢出去逛集，所以魏秀
辉每一次赶集日都会尽量抽出时间，陪
婆婆去集市，买一些生活用品，最主要
是陪婆婆散散心。“有时候我觉得秀辉
不像是我儿媳妇，更像我自己的亲闺
女，比我儿子对我还贴心啊。”婆婆紧握
着魏秀辉的手，欣慰地说道。

营养可口的早餐，裹的
是“浓浓的母爱”

魏秀辉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现在在
外省读大学，小女儿则在家附近的中学
读初中一年级，因为丈夫工作比较忙，

每天下班回来都差不多天黑了，照顾家
庭的重担就落在魏秀辉一个人肩上。
为了让小女儿早上起床就能吃上

热乎美味的早餐，魏秀辉会在当天晚上
先询问小女儿喜欢吃什么早餐，第二天
早上五点，不管再怎么困，但是一想到女儿
吃早餐时幸福的模样，魏秀辉就困意全无，
抓紧时间为女儿做上一顿营养可口的早
餐。“小嫚现在学习压力挺大的，我不能帮她
分担学习，就尽量在饮食上给她最好的。”魏
秀辉说。小女儿早上六点半就要自己去学
校，所以魏秀辉每次看着点叫女儿起床，帮
助她整理书包，督促她吃早饭，看着女
儿背着书包开心地走出家门那一刻，魏
秀辉的嘴角就会微微扬起。
晚上，魏秀辉下班回家，虽然工作

劳累了一天，可是看到女儿放学回家，
她又浑身充满战斗力，辅导女儿做功
课，遇到自己不会的就上网查阅再教导
女儿，“我觉得我妈妈是全天下最好的
妈妈，遇到问题她从来不会苛责我，而
是尊重和鼓励我，就像我的好朋友一

样，我和妈妈之间没有秘密。”魏秀辉的
女儿自豪地说道。
秀辉告诉记者，平时自己在工作上

遇到什么烦心事，总是尽量自己消化解
决，不会把负面情绪带回家里面，在丈
夫眼中，魏秀辉是一个让他感激和骄傲的
妻子，她总是让丈夫忙碌一天回家后，看到
干净整齐的家，听话的女儿，安康的父母，可
口的饭菜，或许这对于一个丈夫就是最大
的感动。这就是魏秀辉，没有豪言壮语、没有
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她数十年如一日毫
无怨言，精心照顾公婆，每天为家中的
事情不停地忙碌着，看似平凡的举动却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她是当之无
愧的好媳妇，好母亲。

上马街道迎接经济薄弱社区
退出第三方检测评估

□半岛记者 田爽 通讯员 王路超

2018年12月1日市扶贫办到上马
街道开展经济薄弱社区退出第三方检
测评估工作，监测评估人员2人为1组，主要
采取现场询问、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的方式。
对照“村表”内容，全面了解经济薄弱社区的
基本情况（含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帮
扶责任落实情况、2014年～ 2017年到村扶
贫项目资金和帮扶措施落实情况、脱贫成
效等方面的资料；实地查看村级“五通
十有”建设情况。
通过评估上马街道两个经济薄弱

社区均达到脱贫标准。

爱是和风细雨，滋润幸福家庭
走进流亭街道双埠社区姜光新和袁梅的阳光家庭

人间有至孝，真爱最无声
中华埠社区魏秀辉数十年如一日照料公婆，深受街坊邻居赞扬

魏秀辉（右
二）一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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