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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宅街道

好婆婆做表率，孝道美德代代传
北宅科社区居民王秋玲识大体、顾大局，用病弱的身体为家庭无私奉献

王秋玲(左)和媳妇、孙子。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段轶琳

在北宅街道北宅科社区，有一个大
家公认的好婆婆，她不仅持家有方，更难
得的是她用因病落下残疾的身体无私
地承担起在背后支持儿子、儿媳工作的
担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24小时全职
在岗”的好婆婆。她，就是王秋玲。今年
56岁的王秋玲与千千万万个天下母亲
一样，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
虽文化不高，但识大体、顾大局，儿媳常
说：“婆婆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润滑剂。”

好家风言传身教代代传
王秋玲的丈夫是独子，为了方便

照顾，1986年两人结婚后，就一直与公
婆住在一起，直到前些年二老相继去
世。王秋玲说：“公公走得早，婆婆去年
才没有的，这么多年我们就没红过脸，
我婆婆常对我说，家里就一个儿子，我

嫁过来她就把我当亲闺女了，亲娘俩
哪还能说两家话。”
农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也无忧，

家里的脏活累活王秋玲总是抢着干，
就怕婆婆累着，1987年，儿子出生，一
大家人更是其乐融融。可是2004年的
一场意外打破了这原有的宁静。王秋
玲说那天是3月28日，她晚上刚要入
睡便感觉有些头晕，起身后没有站稳
晕倒在地，家人赶忙把她送去医院，

经诊断为突发性脑溢血。住院四十多
天，是婆婆衣不解带的在身边照顾着
她，回家后，也是婆婆不厌其烦地一
遍遍帮她做康复。这件事对王秋玲的
触动很大，感动于婆婆的付出，同时
也暗下决心，以后儿子成家后，也要
像婆婆对自己这样对待儿媳。

好婆婆为家操劳不言累

2014年，王秋玲的儿子结婚了，
两个可爱的小孙子也在2016年和
2018年相继出生，这个小小的农家院
更加热闹。一边是年迈的婆婆，一边是年
幼的孙子，因为自己的爱人还有儿子、儿
媳都要外出工作，王秋玲便独自承担起
了照顾这个家的重任。王秋玲说：“这些
年我的身体也恢复了一些，只是左半边
身子不会动，但也能做点儿简单的家
务，大不了比别人慢一点儿。”
怕儿子、儿媳晚上休息不好耽误第

二天工作，两个孙子从出生便跟王秋玲
睡在一起。大孙子上幼儿园后，也是她每
天用小车推着小孙子去送他上下学的，
回家后，她再洗洗衣服擦擦地，做些简单
家务。儿媳心疼她怕她太操劳身体吃不
消，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抢着做
家务，换下的脏衣服也总是偷偷藏进衣
橱怕被婆婆看到。
王秋玲经营的只是一个平凡的

家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虽
然这些都是平凡的小事，但她日复一日
的付出就像润滑剂使她们一家人的感
情日益融洽、家庭和睦、快乐。作为一名
普通的农村妇女，王秋玲肩负着家庭的
重担，她用自己的爱来营造了一个良好
和谐的家，她用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诠释了家与爱的真谛，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诠释了如何做一个好婆婆，赢得了家
人的称道，也深受邻里的广泛赞誉。

不一会，就能摘满一篮草莓。

游客正在采摘草莓。

草莓长势喜人。

又大又甜的草莓。

草莓品种之一的“白雪公主”。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晓林

春节不远行，就地过大年。春节临近，北宅草莓采
摘正当季。近日，记者在北宅的草莓园内看到，许多草
莓藤上既有未成熟的青果，也有颜色鲜红的果实，成
熟的草莓个头圆润饱满，模样可人。
近年来，北宅街道以乡村振兴为抓手，积极发展农

业产业，鼓励东陈、兰家庄、毕家、枣行等社区农户培育
草莓特色农业园。近期，咏秀春草莓采摘园、东福润泽
采摘观光园等6家草莓采摘园的草莓陆续到了成熟期。
作为“爱上北宅 慢悠游”全年系列节庆活动的冬趣活
动之一，草莓采摘活动正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加。
东福润泽草莓园位于东陈社区，共有两个采摘

大棚，园内主要有白雪公主和甜宝两种草莓，从1
月底开始，园内草莓陆续成熟，采摘期可持续至6
月份。“因为农场种植的草莓用的都是绿色有机农
家肥，完全按照国家无公害标准种植，所以很受消
费者欢迎。”东福润泽草莓园负责人臧爱玲介绍，
“现在是线上线下一起销售，春节期间，我们这里不
放假，欢迎市民前来采摘草莓感受收获的快乐。”
兰家庄社区咏秀春采摘园内的草莓从去年11月
中旬开始逐渐成熟，采摘期可持续至五一前后。据咏
秀春采摘园负责人蓝咏斌介绍，他从2014年开始种
植草莓，园内共有红颜、甜宝、香蕉草莓及白雪公主四
个品种，今年产量比较好，一亩地能产5000斤左右。
“采摘园区严格控制入园人数，我们现在一个时
段每个棚最多接待三个家庭，所以市民和游客要来采
摘必须提前打电话预约。”蓝咏斌介绍，而且必须测
温、亮码后才能进入园区内采摘。
据了解，春节前后草莓采摘价格在70至100元左
右。因疫情防控需要，市民和游客采摘前需打电话预
约，并且测温亮码，佩戴口罩，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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