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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忘了吧。”12 月 26 日，当年近 80 岁

的文廷柱老人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

最感动的河南十大见义勇为英雄”颁奖台

上，替 20 年前见义勇为牺牲的儿子文义民

领奖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而在 20 年前，当文廷柱得知儿子不幸

离去的消息时，撕心裂肺地喊出：“儿子，只

要你能回来，哪怕是缺胳膊少腿都中啊。”

“国家一直没有忘记义民，已经给了他

太多的荣誉，给了我们家太多的关怀。国家

还有许多大事要做，谢谢大家了。”12月 27日

下午，在郏县县城一处安静的小院内，已有

50年党龄的文廷柱老人说。

文廷柱是确山人，1964 年 2 月到郏县工

作，一直在医疗系统，退休前在县疾控中心

工作。“我是学医的，本事不大，看个小病开

个方子还可以，左邻右舍有需要咱就去帮

忙，从没收过钱。”他说。

文义民是家中长子，1964 年 11 月 29 日

生，这个日子老人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

枕边。他说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怕把

儿子的生日忘了。

1986 年，文义民从郏县卫生学校毕业，

正值原郏县水泥厂招工，他应招进厂。

工作前，文廷柱与儿子有一次对话。

“义民，家里给你找的工作不太理想，但

爸尽力了。”

“爸，您别难过，我愿意去厂里上班。您

放心吧，到厂里我会好好干。”

提起这次对话，老人黯然神伤，用手指

拭去了眼角的泪珠。

工作后，文义民兑现了对父亲许下的诺

言。

进厂时，文义民因身材高大被分配到保

卫科。医疗与保卫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文义

民却在保卫岗位上干得风风火火。因工作

出色，不久他就被提拔为厂供电办副主任。

对电力专业一窍不通的文义民，两年后竟成

为电力专业助理工程师，日常电工业务样样

精通。

1990 年，厂长董建设认定文义民是可造

之才，将其调到办公室任副主任。有一次文

廷柱在街上遇见董建设，“义民干得不错，上

进心强，工作努力，厂里准备重点培养他。”

董建设对他说。

工作两年入党，四年提干，文义民成为

父亲和全家的骄傲。

1996 年秋季的一天，一名醉汉手持一把

砍刀在厂区乱舞乱砍，谁也不敢靠近。文义

民大胆走上前去，与醉汉周旋，趁其不备，将

其按倒在地，夺过砍刀，避免了严重后果。

因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1997 年，文义

民被调入星峰集团任办公室主任，不久后升

任集团副总经理兼管办公室。

1999 年 9 月，文义民到郑州参加企业领

导干部培训。学习期间，他一直乘坐长途客

车往返。集团领导多次提出派车接送，都被

谢绝了，他说：“单位目前还很困难，能省一

点就省一点，坐长途客车经济。”

1999 年 10 月 25 日凌晨不到 4 点钟，文

义民就起床了，妻子梁国霞劝他多睡会儿，

“外面天还黑，晚一会儿走不行吗？”他说：

“晚了会耽误第一节课的。”

凌晨 4 点多钟，文义民登上一辆从郏县

开往郑州的长途客车。当行至禹州市古城

路段时，4名中途上车的歹徒突然亮出匕首，

抢劫乘客。文义民凛然站起，与歹徒顽强搏

斗，身中 4刀，不幸遇害。

“那天家里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但没

有 人 明 确 告 诉 我 ，怕 我 们 老 两 口 受 刺 激 。

后 来 孩 子 单 位 领 导 对 我 说 ，孩 子 不 在 了 。

我和他妈一下子就垮了。”文廷柱忆起那天

的情景。

“你不知道，义民这孩子有多孝顺，特别

亲他妈，每次回来先问妈在哪儿，走时总要

给他妈留些钱。”文廷柱说。

“我经常梦见义民，孩子走时咋想的我

都能猜出来，他肯定想，爸妈我做不成孝子

了，让你们先送我了。”屏息良久，老人终于

哭出声来。

文义民离开后，文廷柱老伴身体每况愈

下，后经诊断是患了侧索神经硬化症（“渐冻

人 症 ”），如 今 生 活 不 能 自 理 ，身 边 离 不 开

人。“义民他妈现在已经失语了，但神智还清

醒，再发展就是失明和呼吸困难。这次义民

又 受 表 彰 ，我 没 告 诉 她 ，怕 她 再 想 孩 子 伤

心。”文廷柱说。

文义民牺牲时，妻子梁国霞 31 岁。两

人结婚 9年，女儿才上小学，儿子还没出生。

“国霞还年轻，我们不想拖累她。我几

次对他说，你再找个吧，咱家不会说啥。”老

人“赶”过梁国霞。

“你们就是我的亲爹亲妈，我伺候你们

一辈子。”梁国霞一诺就是 20年。

如今，梁国霞儿女有成，女儿在县中医

院工作，儿子去年入伍。

文义民离去后两三年时间里，一家人不

敢提起他，“不能说起哥哥，一说起来爸妈就

流泪，全家就再一次难受。”弟弟文建民说。

过了很长时间，文建民才与父亲聊起了

哥哥。

“建民，你哥出这件事你怯不怯？我给

你 说 ，你 别 怯 ，碰 上 了 这 种 事 咱 还 得 冲 上

去。”文廷柱说。

“当时爸爸还有一句话，咱不怯，你也得

学会保护自己。”文建民想起那次聊天的情

景，一下子顿住了。

文义民比文建民大 8 岁，文建民说他最

佩服哥哥。

兄弟俩曾有过一次夜谈，文建民说是

人 生 中 印 象 最 深 、对 他 影 响 最 大 的 一 次

谈话。

“1991 年年底我从部队回来，骑自行车

跑了十几里地去水泥厂看我哥，当天晚上就

住在了宿舍里。那天晚上，哥对我说，建民你

长大了，要学会承担责任，在家里孝顺父母，

在外要堂堂正正做人。”文建民回忆。

将近 30 年前的这次谈话，兄弟俩从未

对父亲谈及。

“我知道，义民会告诉他兄弟这些的。”

记者告诉文廷柱，他的两个儿子曾有过这样

的夜谈，他回答。 （本报记者 常洪涛）

英雄父亲文廷柱：把他忘了吧

一切都在心里刻着。1999 年 10 月 25 日

凌晨不到 4 点，要乘坐长途汽车去郑州参加

企业领导干部培训的文义民，对妻子梁国霞

说：“小朋友，我走了，等我回来。”

“小朋友”是文义民私下对梁国霞的爱

称。“谁都不知道他这么喊我，今天是我第一

次说出这个秘密，他把我当宝贝。没想到，

那竟是他最后一次喊我了。”时隔 20 年，刻

在 梁 国 霞 心 里 的 记 忆 帧 帧 再 现 。 12 月 27

日，她泪流不止忆起英雄亡夫：“念着他，我

才能走得下去。”

“你是最好的丈夫，我心里
的完美英雄”

就在那次乘坐的长途汽车上，文义民与

手持凶器行凶抢劫的歹徒搏斗，身中 4 刀，

不幸遇害。

他走得太突然，他对她的好又太深，已

糅在了日子里。他这一走，梁国霞的世界坍

塌了。“那种好，忘不掉，他一走，生生地拽着

我的心，让我活不下去啊。”梁国霞说。

文义民工作忙，很多时候是趁晚上回

家，一到家，他就“命令”梁国霞，“坐着别

动。”吃罢晚饭，他让父母、妻子、女儿坐着看

电视，他给父母洗脚、给妻子捏肩。“干完这

些 他 还 要 拖 地 ，拖 到 我 们 跟 前 ，他 不 让 我

起 身 ，一 双 大 手 抬 起 我 的 脚 放 沙 发 上 ，接

着拖……”

泪珠大颗大颗地涌出，梁国霞一帧一帧

地“再现”着丈夫生前的“画面”。

有一天夜里，文义民回来晚了，梁国霞

赶紧起床给他做饭。文义民说：“夜里起身

容易感冒，你睡你的，我看锅里有剩面条，我

热热就行。”

那是当天中午的剩面条，梁国霞不忍心

忙了一天的丈夫吃这个，她不依：“不行，中

午的面条咸了。”

“我看还有稀饭，掺在一起就不咸了。”

“稀饭是早晨剩的，不行！”

“小朋友，浪费可不行……”文义民坚

持。

“ 他 节 俭 惯 了 ，在 家 ，在 单 位 ，都 是 这

样。出事时他已经是公司的副总，去郑州培

训公司派个车还是能做到的，但他坚决不

要，他要是坐公司的小车，不坐长途汽车，他

也就不会遇到歹徒了……”梁国霞说，这种

节俭，在文义民牺牲的那天也是可见的。

那天，文义民穿的衬衣的领子是两人一

起“做”的。那件衬衣，文义民穿的时间长

了，领口破损，他舍不得扔，就让梁国霞把领

子拆下来，又把领子翻过来，夫妻俩一个抻

着领子、一个蹬缝纫机，一针一针缝在领口

上。“他牺牲那天穿的薄毛裤是花的，五颜六

色。闺女的毛衣毛裤穿的时间长了，毛线硬

了，他看我拆下来，就说别扔，让我给他织成

毛裤。他就那么穿着走了啊……”说到这

些，梁国霞已经泣不成声。

这么“抠”的文义民，对梁国霞是慷慨

的。“我在郏县冢头农村长大，小时候也没过

过好日子，嫁给义民后，吃穿用度他都尽着

俺，说跟着他不让俺再受苦……”

文义民还是“食言”了。他生前对梁国

霞有多好，他的牺牲就让梁国霞有多苦。“得

信儿那天，我真的是想随他一走了之。”梁国

霞说。但是，看着八九岁的大女儿，望着自

己高高隆起的肚子，她的心在“生”与“死”之

间被撕扯着。

“ 他 是 最 好 的 丈 夫 ，我 心 里 的 完 美 英

雄。把孩子生下后，我就随他去。”梁国霞暗

暗想。丈夫牺牲后的第 20 天，他们的儿子

文博出生了。儿子的眉眼和丈夫特别像，梁

国霞痴痴地看着，泪水淹了心。那一夜，她

梦到了文义民，梦里，她仿佛听到他喊她：

“小朋友，我要你好好活着。”

醒来，枕头已湿了大片，她咬紧被角，对

天堂的丈夫许下一诺：“义民，我听你的，我

得活着，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的任务，我要替

你扛下来！”

“延续着你给的爱，完成你
未尽的家庭责任”

冬雪夏雨二十载。

文义民走了，梁国霞承担起了家里的重

担。公公文廷柱的退休金、文义民的抚恤

金，是不够的。梁国霞没有工作，她就去打

零工，贴补家用。

丧亲之痛中，糅杂着经济的艰辛，日子

是挨着过的。2003 年，梁国霞的婆婆张德荣

得了侧索神经硬化症，从此卧床，生活不能自

理。婆婆爱干净，梁国霞为她擦屎端尿，定期

洗澡；婆婆爱穿新衣服，每逢换季，梁国霞就

推着婆婆去逛街，直到婆婆试穿满意……

12 月 27 日下午，采访中，记者要给梁国

霞一家拍全家福时，今年 78 岁、已经不会言

语的张德荣还扯了扯梁国霞的衣角，示意她

离自己近一些。

“对俺俩好，真好，没得说，在俺心里，当

闺女看。”说起被文义民“撇”在文家的这个

儿媳妇，公公文廷柱说，“义民走时，她还年

轻，才 31 岁，提了几次，让她再走一家，俺家

不会说啥。她不走，不走就不走吧，俺老两

口没了这个大儿子，多了个闺女。”

咬着牙，一路走过，梁国霞说不怕梦见

文义民，“梦见他，我也好‘交差’。我给义民

说‘放心吧，延续着你给的爱，完成你未尽的

家庭责任’。”

大女儿文静今年 29 岁了，在郏县中医

院工作，成家有了孩子；小儿子文博身高一

米八九，去年入伍，在仪仗队。“我身上流淌

着英雄的血脉，不辜负母亲的艰辛养育，不

给牺牲的父亲丢脸，唯有一身军装一腔热血

保家卫国，做文家的铮铮男儿，随时为国家

作贡献！”电话里，远在北京的文博说话铿锵

有力，彰显英雄之家的气概。

“你因义勇而牺牲，这种侠
胆，咱家还得有，我更得有”

“那天若我和他一起在长途车上，遇见

歹徒，我也会那样做，甚至会挡在他前面。”

梁国霞说。

文义民牺牲后，梁国霞哭坏了眼睛，甚

至曾患上了抑郁症。有一次，外甥女时丽丽

陪她去郑州看病，排队等公交车时，梁国霞

看到有个小偷在瞄前面一位女士的钱包。

梁国霞一个箭步上前，死死盯着那个小偷。

时丽丽不禁为梁国霞捏了一把汗，她

劝梁国霞：“咱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可不

敢再这样了。万一被小偷号上，咱可咋办

啊？”

“看见了就得制止！邪不压正。”梁国霞

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

隔了没多久，两人又一次去郑州看病，

回平顶山的长途汽车路过禹州市，有一位乘

客拿假币骗售票员被识破，下车就溜，梁国

霞跳下车，穷追不舍……

朋友们责备她：“可不敢再管闲事了，你

们家吃这亏，还没有吃够？”

但梁国霞说：“每次做了和义民一样的

举动后，我都不后悔，我会在心里对义民说，

‘你因义勇而牺牲，这种侠胆，咱家还得有，

我更得有’。”

对于弱小，梁国霞一腔柔情善意。

前年夏季的一天，梁国霞去市场买豆

腐，被一辆电动车撞了，她的右腿膝盖下方

鲜血直流，白色的裤子被晕染一片。

看对方还带着孩子，梁国霞让对方走

了：“你也不是故意的，你走吧。”

推着被撞歪的电动车，梁国霞一瘸一拐

地回到家。女儿文静看到了，心疼地说：“你

好歹记记人家的电话号码，你这随后要是有

啥事，咱去找谁？再不济，你让她帮你把电

动车推回来啊……”

“人家要是来家，你们看你妈被撞成这

样，还不得训斥人家？妈不想看到带着孩子

的那人脸上挂不住，更不想让你们为难她。”

梁国霞说。

“俺妈总是教育我们，看到坏人，得上

前，不能袖手旁观。遇到弱者，能帮就帮。”

文静说，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梁国霞在散步

时遇到一名将要晕倒的七八十岁的老汉，她

赶紧停下来，搀扶老人休息，又把老人送回

家。

这样的梁国霞，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她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目前已献血 17

次共 6800 毫升，并发动女儿、外甥女参加无

偿献血。2015 年 5 月 8 日，梁国霞还捐献了

检测血样，志在为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

者带去重生的希望。

“我还有一个心愿，如果有一天，我走

了，我的遗体要捐了，最起码我的器官是一

定要捐的，给需要的人。”梁国霞说。

…… ……

采访至暮起，寒意袭来。记者和梁国霞

作别，走出文家小院，回望见，文家自种的绿

植、蔬菜，春意满园。（本报记者 毛玺玺）

英雄遗孀梁国霞：念着你，走下去

“娘，别着急，他们可以再等一会儿，你

只管慢慢解。”12 月 27 日下午 3 点，梁国霞正

扶着婆婆在床头小解，年近 80 岁的公公文廷

柱在一旁搀扶着老伴。

随后，梁国霞把老人轻轻地扶到床上躺

下，抿好头发、抻平床单、掖好被角，然后去

洗刷便桶。婆婆生病卧床 18 年，她一直不离

左右。

丈夫文义民在 1999 年遇害，两年后婆婆

被诊断为侧索神经硬化症（“渐冻人症”），目

前肢体已不会运动，言语和吞咽咀嚼功能退

化 严 重 ，吐 字 不 清 ，吃 顿 饭 需 要 一 个 多 小

时。喂婆婆吃饭时，她就端着碗坐在床一侧

耐心地等，一口口地等，凉了再热热，直到老

人闭上嘴示意不吃为止。当初，大夫预言她

婆婆撑不过 5 年，但马上就 18 年了，老人的主

要指征还算行。

一边是对丈夫的思念，一边是年迈公婆

的期盼，还有年幼的子女要抚养。幸好，在

小叔子文建民、弟媳席燕的协力帮助下，她

坚强地走了过来。

得知记者采访，梁国霞的邻居郝书琴来

了。“太不容易了，国霞一个人拉扯俩孩子，孩

子小时候生病，我们想帮她，她还不想麻烦大

家。”郝书琴和梁国霞以前都在原郏县轴承厂

上班，家离得也很近，二人年龄相仿，后来企

业倒闭，她们同时下岗，多年来交情非常深。

“她丈夫我们也都认识，大方和善，很热

心，谁家有啥事需要帮助，只要说一声，他总

会帮你，考虑问题也很周全，见到我们未言

先笑。公公婆婆通情达理，待国霞比对他们

亲闺女都亲，有时候邻居笑着说，‘恁闺女是

抱养的吧’，两位老人都说，对国霞好是应该

的。”郝书琴娓娓道来，坐在旁边的梁国霞一

直泪水浸润双眼。

朋友段丽正在外地带孙子。谈起梁国

霞，她在电话那端赞不绝口。段丽说，梁国

霞人格高尚，朴实善良，修养很高，在她身上

可以看到文义民的影子。他们一大家子八

九口人，几十年一口锅吃饭，关系处得和睦

融洽，她和弟媳亲得像亲姐妹一样，对老人

也都很孝顺，从来没有红过脸。

席燕生育一个儿子，梁国霞和席燕都视对方孩子如己出，共

同关注孩子心理、生活，培养孩子读书，教育孩子做人。如今，文

义民和梁国霞的女儿文静在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被招录到郏

县中医院；儿子文博在大学期间参军，正在北京服现役；席燕的

儿子文烁今年考入郑州大学。“三个孩子都很争气，无论上学还

是参加工作，都让我们放心。”说着，梁国霞又流下了热泪。

下午 5 点 40 分，席燕下班准时回到家，手里拿着买的菜。梁

国霞赶快上前帮忙停好电动车，为电动车充上电。“都说长嫂如

母，俺嫂子啥事都让着我，她带给我的只有感动。俺孩子小时

候，刚好她没上班，我早上一走就是她带孩子，还有婆婆需要照

顾，她哄完孩子就买菜准备午饭。有时候单位忙，我一去就是一

天。送孩子上幼儿园，遇到刮风下雨天，怕我耽误上班，她总是

抢着去，从来没有怨言。我儿子跟她也亲，小时候一到晚上非得

和他伯母睡，不让我带。她遇到事考虑得很周全，逢年过节走亲

戚串门需要礼物，她都提前给我备好。”席燕说，遇到这样好的嫂

子，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弟弟文建民比文义民小 8 岁，自幼就受到哥哥的“严厉管

教”。文建民说，哥哥是家里的老大，受父母影响最深，啥事都讲

原则、守规矩、有底线，兄妹之间谁要是为了一点小事、小利益起

纷争，大哥总是摆事实、讲道理，一点情面不留地批评，谁要是想

占公家一点便宜，也会被狠狠地教训。

文建民回忆，1998 年夏天，郏县一小煤矿主想往星峰集团

售煤，央人托文建民找他哥哥拉关系。碍于情面，文建民没有拒

绝。周末哥哥回来，一家人一起吃饭时，文建民提起了这事，哥

哥气得差点掀翻餐桌。“他时时处处以单位的利益为大，每次上

下班，他要么坐班车，要么骑摩托。他要求我们不贪、不占，清清

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文建民说，他嫂子梁国霞在 1998 年

就下岗了，如果哥哥说句话，就可以让她到星峰集团上班，但固

执、认真的哥哥坚决不同意。

文建民的父亲文廷柱 1964 年从信阳医专毕业后分配到郏

县。老人对待患者如亲人，从医一生只想着让患者少花钱、除病

痛。如今近 80 岁高龄，虽说已退休多年，每天还有人到家里问

诊。“我公公对待每一个患者都是公平、公正，威望很高。他一直

教育我们好好做人，不要做昧良心的事。”席燕也是大夫，她把公

公的话当作座右铭。

在采访现场，郏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优抚股负责人陈利

恒说，文廷柱和梁国霞都是光明磊落、心地善良的人，他们从来

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我为丈夫感到自豪，20年了，国家的抚恤金发放很及时，每

逢节假日，领导总来看望，组织给的荣誉和关怀已经足够，我们不

能再麻烦国家。”采访结束，梁国霞说道。 （本报记者 张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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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最感动的河南十大见义勇
为英雄”颁奖典礼举行，郏县文廷柱老人登台，替20年前见义勇为
的儿子文义民领奖。1999年10月25日，年仅35岁的文义民在长
途汽车上与4名手持凶器行凶抢劫的歹徒顽强搏斗，身中4刀，英
勇牺牲。当年10月27日，本报刊发消息；12月8日，刊发长篇通讯
《忠魂扬正气 沃土立栋梁》，报道了文义民的英雄事迹。

20年来，涵养了忠魂正气的文家，一直传承并向世人诠释着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刚正向善的优良家风。昨日，河南日报一
版刊发感人至深的报道《一人壮烈 满门义勇》，引起了读者的广
泛共鸣。当天，本报记者赶到郏县，记录文家的英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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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7日，文廷柱老人和家人合影。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