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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瑞才 通讯员 闫广军 文/图

在周口市鹿邑县高集乡香施堂行政村，有一位名叫
李从兰的农村妇女。她用 57 年的时光，悉心照料丈夫的
婶子朱吴氏， 直到老人 2022 年以 107 岁的高龄走完一
生、安详离世……

李从兰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农村妇女， 用 57 年的
坚守告诉我们：孝道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落实在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日复一日的行动。

她的故事，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乡村，温暖了每个
人的心。 她用最朴实的言行和半个多世纪的默默守护，
谱写出了一曲大爱赞歌。

1965 年，18 岁的李从兰嫁到了香施堂村的朱家。当
时朱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只有土坯房。 叔叔朱友德
和婶子朱吴氏无儿无女，生活困难。

面对这样的家境，年轻的李从兰没有退缩，毅然承
担起了照顾老人的责任。

每天天刚蒙蒙亮，她就起床生火做饭，然后帮婶子
梳洗打扮。 为了让老人吃得可口，她总是变着花样准备
饭菜。 天气好的时候，她就陪着老人晒太阳、聊天。

这份孝心，在危难时刻更显珍贵。
1979 年， 叔叔朱友德和李从兰自己的女儿同时患

上了严重的痢疾。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医生都说没救了。
但李从兰不死心， 听说离家 6 公里外有位军医医术高
明，就立即赶去求医。 最终，在她的坚持下，叔叔和自己
的女儿都转危为安。

1988 年，叔叔朱友德偏瘫在床。 李从兰一边照顾自
己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这一照顾就是 6 年，直到叔叔
朱友德离世。

2015 年，在李从兰的张罗下，全家人为朱吴氏隆重
举办了百岁寿宴，52 位亲友按照传统礼仪为老人祝寿，
13 位晚辈齐刷刷跪地磕头。 看着婶子开心的笑容，李从
兰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婶子也是娘，自家的老人，怎么能不管？”这是李从
兰最常说的一句话。 2022 年朱吴氏老人去世时，她亲自
为婶子料理后事，难过了很久。 “好在婶子走得很安详，
我也就放心了。 ”说这话时，她的眼里闪着泪光。

“李从兰的孝心也深深影响着孩子们，她膝下 7 个
子女都很孝顺。 ”村里人都说，朱吴氏老人能活到 107
岁，多亏了侄媳妇李从兰的精心照顾。

李从兰用行动诠释着孝老爱亲，对自己的儿女言传
身教，她用最淳朴真挚的行动为孩子们做了榜样。 近年
来，她先后获得“2016 年鹿邑县孝顺媳妇”“2019 年周口
市乡村好媳妇提名奖”“周口好人”“2024 年周口市孝老
爱亲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鹿邑县高集乡党委书记马廷俊在接受采访时说：
“李从兰老人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孝道。
在她的影响下，全乡上下劲吹孝老敬亲、厚养薄葬新风，
践行移风易俗、抵制陈规陋习的文明气息越来越浓。 ”

□记者 黄佳 文/图

本报讯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赋能人生。 4 月 11
日，由周口市图书馆、周口读者会共同举办的“悦读
周口”共读活动在木子树下图书馆举行。

本次共读活动的主题是“勇毅”。 活动组织方特
别邀请周口市政协常委、2023 年 “全国百姓学习之
星”杨彦涛作为嘉宾，与现场读者分享自己从大车司
机到翻译专家， 从平凡教育者到 “全国百姓学习之

星”的精彩人生经历。
在访谈中，记者了解到，1987 年，高考失利后，19

岁的杨彦涛接父亲的班成为一名货车司机。 在跑货
车的最初几个月里， 他每天都可以去不同的城市看
风景，很享受在路上的自由与洒脱。

然而，等这份工作的新鲜感褪去后，夜深人静之
时，他会问自己：“我要当一辈子的司机吗？ ”“我读高
中时，英语成绩相当不错，平时很喜欢读世界文学名
著。 ”杨彦涛说，当他再次翻看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
《我的大学》时，他被深深触动。

他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成为一名翻

译。 “翻译是我最羡慕的职业，所以我那时决定考大
学，当翻译。 ”时隔 ３０ 多年，杨彦涛再次回忆当时的
决定，眼里透出坚定的目光。在备考的 1000 多个日夜
里，汽车驾驶室是他的自习室，听广播、记单词，他在
一天内能记住 90 个单词。 1991 年，他最终如愿考上
北京一所大学的英语系。

在荐书环节， 杨彦涛向读者推荐了他最喜爱的
书———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 《童年》《在人间》《我的
大学》。 在互动环节，杨彦涛向大家分享了他的教育
理念：对待孩子要有“真、善、美”的态度，要以真实的
心境、坦诚的态度，创造美好的家庭氛围、重塑和谐
的亲子关系。

李从兰：57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婆婶子

李从兰（左）和婶子朱吴氏（资料图）。

杨彦涛：梦想的力量是无穷的

杨彦涛（右）分享读书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