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义民，1964 年出生，生前在平顶山市星峰集团工作。1999 年 10
月25日，文义民乘坐最早一班车前往郑州参加培训。车行至禹州时，4
名中途上车的歹徒持刀抢劫，文义民痛斥歹徒，遭到围攻，搏斗中身中
数刀倒下。被接到报警的公路巡警送到医院时，文义民已停止了呼吸。

刘随伸，1962年出生，生前系叶县常村镇西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常村
镇第一敬老院院长。2019年2月17日上午8点10分，刘随伸在工作岗位
上突发心梗，永远离开了牵挂的亲友和乡亲们，离开了热爱的工作，生命
指针定格在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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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旺啥时候回来？”3月29日，叶
县西刘庄村的常村镇第一敬老院里，
正在忙碌的尚跃丽看到儿媳妇候海霞
时问道。

刘福旺是尚跃丽的儿子，清明节，
尚跃丽要和家人一起去看丈夫刘随
伸。

“会替他看着村里的变化”

刘随伸去世后，尚跃丽很少进家
门，这两天她抽空回去把屋子简单整
理了一下。两年过去了，家里依然是
原来的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就像刘随
伸从未离开。

刘随伸去世后，尚跃丽开始到敬
老院工作。“他生前最牵挂的就是这些
老人，把他们当作亲人来对待。他走
了，我来接替他的工作，继续帮助和孝
敬这些老人。”这里的老人们怕尚跃丽
独自待着多想往事，经常拉着她聊家
常。

“忙工作的时候好一点，夜晚一个
人时想起往事真是不好受，我到现在
不敢在家多待，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回
家拿完衣服就过来了。”尚跃丽流着泪
说，有一次儿子儿媳妇陪她去赶集，她
看到集市上一对老夫妻手牵着手，回
来后哭了很长时间。

刘随伸去世后，市委组织部、叶
县 县 委 分 别 作 出 向 他 学 习 的 决
定。2019 年 7 月 1 日，叶县县委追授
刘 随 伸 为“ 全 县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
同年，他还被追授为“河南省劳动
模范”。10 月 17 日，河南省脱贫攻
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
举行，刘随伸获“河南省脱贫攻坚
奖奋进奖”。

尚跃丽说：“随伸走后，村里很
照顾我们一家人。我会努力过好
每一天，替他看着村里的变化。”

“你记挂的事，我们在努力完成”
记挂刘随伸的还有他的同事们。
3月 29日上午，西刘庄村党支部

委员兼监委会主任傅邦奎带记者沿着
刘随伸生前为西刘庄村修的水泥路在
村里走了一圈，不时看到村民在盖新
房，村子东边正在修建扶贫旅游路。

“这两年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不少村民盖起了两层小楼，还有村民
在县城买了新房。等旅游路修好了，
我们会在路两旁栽植果树、栾树等，让
村里变得更美。”傅邦奎说。

站在刘随伸生前设计的“党群共建
游园”前向不远处的丘陵上望去，那是
两个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左侧是光伏发
电项目，一排排整齐的光伏板静卧在温
暖的阳光下，远远望去闪着耀眼的银
光。右侧是犹如现代化厂房的生猪养
殖综合体项目，丘陵下种着各种果木。

刘随伸去世时，正在拟建30亩标
准化梨园和游园，还有标准化羊场和
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一些未建工程的
事宜。现在游园里的梨树已吐出嫩
芽，羊场已于2019年8月投入使用，生
猪养殖综合体项目也于2020年5月投
产使用，养殖规模每年可达1万多头，
成为村里最大的集体产业，可为村集
体增收100多万元。

看着山坡下正在标准化梨园里劳
作的村民，傅邦奎念叨道：“随伸，大家
都很想你。我们大家都很努力，之前
没完成的工作这两年很多都完成了。
你引进的扶贫资金互助社截至去年12
月累计放款 1407万元，帮助206户社
员发展种植、养殖等产业；你提出的

‘森林乡村’建设规划方案也正在实
施，这些你一直记挂的事情，大家都在
努力，你放心。我们会让你在老青山
脚下，看着西刘庄一天天地富起来，美
起来。”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4月1日上午，雨后的郏县烈士
陵园里，松柏显得格外苍翠，一派庄
严肃穆。

在烈士文义民的墓碑前，53
岁的梁国霞向牺牲 22年的丈夫献
上鲜花：“义民，我和女儿文静来
看你了，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都
像你一样勇敢！咱爸咱妈我照顾
得都很好，你泉下有知，就好好安
息吧……”

22年，
一直是她心中的牵挂

1999年在长途客车上勇斗歹徒
牺牲，如今，文义民已经走了22年，
可在妻子梁国霞看来，丈夫就像出
了远门，一直是她心中的牵挂。

“我们很恩爱，说如胶似漆一点
都不为过！”梁国霞回忆说，“义民平
时工作忙，一回到家里就更忙了，他
让我歇着，自己把做饭洗碗、拖地全
包下，晚上睡觉还要提前给我把被
窝暖热。”

梁国霞说，她在丈夫的眼中就
是个孩子，平时在家里，他总是把她
当作小朋友一般呵护。就在他牺牲
那天，临走前还深情地对妻子说：

“小朋友，再见！”没想到这竟然成了
永别……

“当时女儿文静才 9 岁，儿子
在他牺牲20天后才出生。”梁国霞
说。

文义民牺牲后半个多月，案子
迅速侦破，杀害文义民的主犯落
网。

2001年，文义民被授予“第七届
全国人民群众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2005年，他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
士。

照顾儿女公婆
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任务

文义民匆匆地走了，带着妻子
深深的思念和不舍。梁国霞为丈夫
的离去悲痛万分，也为他的英勇行
为而自豪。22年来，梁国霞一直以
丈夫为榜样，教育子女做正直勇敢
的人。平时只要遇到不平事，她总
是主动站出来，在街上遇到小偷，她
拔腿就追；面对公交车上的“三只
手”，她怒目而视，还善意提醒身边
的人注意看护好财物，就像丈夫当
初在车上一样，完全忘记了自己的
安危。

她坚强面对现实，含辛茹苦把
一双儿女拉扯成人，同时像亲女儿
一样照顾年迈的公婆。

“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他未
完成的任务，我要替他完成！”梁国
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梁国霞的婆婆张德荣今年 79
岁，2002 年患上渐冻症，逐渐丧失
行动能力，已瘫痪在床7年，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梁国霞精心照料，给
婆婆洗脚、洗头、擦洗身体。吃饭
时，先一勺一勺喂给婆婆吃，然后才
是自己。梁国霞还要忙其他事，不
可能24小时守在婆婆身边，张德荣
已不能说话，但手还能动，梁国霞就
给婆婆配了个手机，有需要随时呼
叫她，铃声一响，她就过来了。

“抚养孩子，还得照顾老人，这
些年可真是苦了国霞！”梁国霞81岁
的公公文廷柱激动地说。

“这些年来，是义民在鼓励着
我克服困难，勇敢前行，他就像一
直陪伴在我的身边，从未离开！”梁
国霞说。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妻子和同事：

那些你记挂的事
我们替你完成

梁国霞：

丈夫牺牲22年
仿佛从未离开

尚跃丽在翻看刘随伸曾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工作证 梁国霞和女儿文静在陵园为文义民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