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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0 岁的王华是原天
宏焦化公司的退休工人，老家
在叶县廉村镇台李村。王华
说：“父母对我们姐弟6人影响
很大，我们能拥有现在的幸福
生活离不开他们的言传身教。”

王华的父亲曾在平顶山一
搬运站当搬运工，20世纪60年
代初，由于受伤，他回村任村里
的生产队长兼农业技术员，深受
大家的尊重。由于王华的父亲

曾读过几年私塾，毛笔字写得很
漂亮，也时常教儿女们写字。每
到过年，村里都有不少人来找他
写对联。平时村里谁家有喜
事，请帖都是王华父亲写的。
而且，王华的父亲善良热情，当
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是
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

“父亲总是一个人干两个
人的活，就为了多挣点钱，供
我们姐弟6个上学。用父亲的

话说，有文化才能生存。”王华
说，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很
勤劳，经常把家里收拾得很利
落，让我们姐弟6人也穿得干
干净净的。

听父母的话，谦逊、勤劳做
人，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多年来
王华姐弟6人一直铭记父母亲
的爱和教诲，也将这份好家风
传承给下一代。

（本报记者 燕亚男）

父亲、母亲：
您二老在天堂好吗？
清明时节，按照老家的习

俗，我这个出嫁的女儿不能去
你们的坟头叩拜。悲念之后，
我捧起“荣誉证书”告慰二老在
天之灵。

父亲、母亲，这个证书是去
年十月份在平顶山建市六十周
年文学创作大赛中获得的，上
面盖着“平顶山日报社”和“市
文联”的大红印章，还有数目不
小的奖金呢！文章的题目是

《追寻》，全篇贯穿着女儿对平
顶山的爱恋与奉献，也饱含着

父亲生前对平顶山的向往与期
盼。拿到证书时的喜悦遮不住
我对二老的思念，是父亲启蒙
我写字要横平竖直，是母亲教
诲我工作要以勤补拙。

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一辆半旧架子车，一头小毛驴
和一个 U 形砖卡一直陪伴着
您，见证建市初期您付出的努
力与艰辛，直到您胳膊受伤回
老家务农。多少次您对儿女流
露心声：好好学习，长大去平顶
山做事，那里需要有文化的人。

父亲、母亲，怀着您二老的
梦想，20 年前我放弃沿海优越

的工作环境，最终落户平顶
山。二老在世的时候，我也曾
拿着单位颁发的“三八红旗手”
或“先进工作者”的证书回家给
你们看。你们总是笑呵呵地说

“中、好”。然后母亲会亲手做
一碗手擀面，里面卧两个荷包
蛋给我吃，那情景很是温馨。

转眼间，你们已经离开 7
年了，虽然没有留下丰厚的财
物，但却留下无价的好家风。
我们姐弟 6个一定会把好家风
传承下去，乘着新时代发展的
好势头稳步前行。

女儿：王华

父母留下好家风
儿女会一直传承

今年 53 岁的杨良是平煤
神马建工集团土建处的一名
职工。他的妻子路惠娟生前
是市区一家企业的工人。两
人结婚 20 多年来，感情特别
好。如今路惠娟已经离开近
一年了，但杨良提起她总是泪
流满面。

“我们之间值得回忆的事
太多了，这封信我一开始写了
4000 多字，后来又几经修改，
才成了现在的样子……”杨良
告诉记者，妻子在他的心目中，
是一位爱帮助人，非常善良、有
爱心和孝心的人。妻子对他和

儿子也非常好，也是一位标准
的贤妻良母。

另外，她还特别有孝心。
2003年岳父因病瘫痪后，她将
老人接到家中照料，天天帮老
人擦身子、喂药喂水……直到
2009 年老人去世。8 年前，她
又将瘫痪的老岳母接到家中照
料，直到她去年 4 月份突然因
病去世。

杨良告诉记者，妻子走前，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瘫痪在床的
岳母。作为丈夫，他这一年来，
能为妻子做的就是替妻子行
孝，将岳母照顾好。妻子走后，

杨良一如既往地照料岳母，后
因劳累过度患上腰椎间盘突出
症，他将岳母送到一家较好的
养老院。他与儿子只要一有空
就到养老院陪老人说话。杨良
说，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了心理
承受能力差，妻子去世的事他
还没有告诉老人。

“妻子的母亲也是我的母
亲，我要替她行孝。”杨良说，这
也是他爱妻子的一种方式。另
外，他还想告诉妻子的是，他们
的孩子如今大学已经毕业了，
很懂事也很孝顺。

（本报记者 李霞）

惠娟吾妻：
今年是你走后的第一个清

明节，这一年来，每当想起你，
看到你曾用过的东西，还有我
们一家人的幸福合影时，我总
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去年4月5日，你因病忽然
撇下年迈偏瘫的 82 岁岳母和
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一句话
都没留就悄悄地离开了。惠
娟 ，你 才 52 岁 啊 ，走 得 太 早
了。记得你刚走的那段日子，
我无法接受现实，总认为你是
临时出门，过几天就会回来。
我在街上、在上班的路上看到
眼前和你背影相似的女士时，
口中真想喊叫，让你回家！

惠娟，我把岳母送进了市
里一家较好的养老院，我想你
会同意的。岳母现在在养老院

挺好的，她还不知道你去了另
外一个地方，每次我去养老院
看她时都把你在医院重症监护
室抢救时拍的照片和视频给她
看，我怕岳母知道你的情况后
出现其他意外。

惠娟，我们的儿子现在工
作了，还谈了一个女朋友，孩子
们相处得不错。

惠娟，你知道吗？在你离
开我的日子里，每逢节假日和
你的生日，我都给你发微信，你
都收到了吗？

惠娟，你知道吗？对你的
思念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煎
熬。每逢节假日，你的生日、儿
子的生日和我的生日时我都倍
加地思念你！思念我们共同经
历的日日夜夜，共同度过的每
一年每一天，那样的日子是快

乐开心幸福的，因为娟，你是我
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是我
这辈子永远的爱，原谅我这辈
子没有把你照顾好，我后悔得
要死。

儿子长大了，儿子的一切
有我呢。岳母大人你也放心，
有我在，我就会替你把孝心尽
到，我是岳母的女婿，也是她的
儿子，我会让老人家安度晚年
的，你在天堂和岳父、大舅哥都
好好的，想我了就托梦给我，你
在那个世界放心吧。

惠娟，你在天堂里一定照
顾好自己，也要把岳父、大舅哥
照顾好，希望你在天堂保佑我们
的儿子平安幸福、事事如意！保
佑老妈健康长寿。最后，再次祝
愿天堂的你永远快乐！

夫：杨良

我替你为岳母行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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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嘉宁在我市一所重点高中读高
一，姥姥5年前因病去世，享年64岁。
近日，他利用空闲时间给天堂里的姥姥
写了一封信，并通过手机发送给平顶山
晚报官微，表达自己对姥姥的真切怀
念。

嘉宁听妈妈讲过，姥姥的祖籍是河
南省滑县道口镇，姥姥的父亲是一位老
红军，她随父亲落户平顶山。1974年，
姥姥的父亲病逝，姥姥的母亲一人抚养
着七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嘉宁说，跟姥姥一样，妈妈也是兄
弟姐妹中的老大，而且第一个成家，第
一个生孩子。“我听妈妈说，姥姥很心疼
妈妈，从我出生后到八九个月大这段时
间，在姥姥家待的时间比较长，姥姥将
我妈妈照顾得无微不至，将妈妈当成小
孩子一样宠爱。”

在嘉宁眼中，姥姥和蔼、慈祥，对人
热情，乐于助人，在家属院邻里之间口
碑很好。“听姥姥生前说过，她当过教
师，后来又从事会计工作直到退休。她
对孙子外孙辈的疼爱是有度的，从来不
惯不溺。”

据嘉宁回忆，姥姥最后几年，因患
糖尿病并发症，情绪不好，可能自知时
日不多，有许多话想说，但已拿不起笔，
这种状况让一家人心里都很不好受，于
是就由姥姥口述，嘉宁进行记录整理，
后来姥姥病情加重，这个记录就中止
了。

据了解，每年清明，嘉宁的姥爷都
会带着嘉宁的妈妈和舅舅，一起去给嘉
宁的姥姥扫墓，寄托哀思。今年清明前
夕，已是一名高中生的嘉宁主动提出给
天堂里的姥姥写一封信，希望能发表
到《平顶山晚报》上，让全家人特别
是晚报的忠实读者——姥爷能
够读到他对姥姥的一片真
情。

（本报记者 吕占伟）

姥姥：
您在“那边”的生活可好？不知不

觉中，您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还记得
那时的我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当
时您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只是单纯地认
为你换了个地方生活。直到后来，我才
知道了什么是生老病死，才知道什么叫
做永别。

现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家
里幸福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我相信，
咱们家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的。

现在我已经上高中了，能够在市一
中上学，和姥姥您对我的栽培是分不开
的。现在我的学业愈加繁重，但是今年
清明节我一定会去看您的，同您唠唠家
长里短和我在学校里丰富多彩的生活。

一直以来，姥姥您都很关心我的学
习，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在两
年后的高考中脱颖而出，考上理想的大
学！

您的外孙：崔嘉宁

姥姥，
请听听外孙
心底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