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红旗街
社区红西小区，说起七旬老人毕
士莲，左邻右舍除了同情外，更多
的是称赞，称赞她不顾年迈，近10
年来辛苦抚养五个孙子孙女，为
孙辈们撑起了一片天。

3月 16日中午，在毕士莲家，
她正给上初中的两个小孙女准备
午饭。菜炒好后，毕士莲感觉腰
疼得厉害，便蹒跚着到沙发上躺
了一会儿，然后又回到厨房忙碌。

□本报记者 范丽萍

人生在世，对于那些子女众多的
父母，他们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子女都
能拥有幸福生活，珍惜彼此之间的亲
情，遇到困难还能相互帮衬一下。然
而在现实中，总是有太多事与愿违，有
的子女会在父母离世后坚守亲情，有
的则像陌生人一样越走越远，关系冷
淡。

“我们家的情况属于后者，因为生
活矛盾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现在我
和弟弟一家闹得很僵，连亲戚都快做
不成了。”日前，60多岁的张大爷（化
名）讲述心中苦楚时，不禁呜咽起来。

从小跟着母亲改嫁

张大爷说，他家在我市偏远农村，
从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他在家里排
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那年，父亲

去世，母亲带着年幼的我们生活很艰
难，经常吃不饱饭。后经人介绍，母亲
带着我们姐弟改嫁到距离我们村不远
的一个村。”虽然养父家条件不是很
好，但养父勤劳肯干，生活总算稳定了
下来。没过几年，家里又添了两个弟
弟、妹妹。

养父是个思想保守，脾气有些暴
躁的人，不过平时有啥好吃的、好喝
的，都主张孩子们平分。“小时候不懂
事，对他的打骂教育，我还觉得有些不
服气，但越长大越觉得，这份养育之恩
一定要好好报答。”

后来，两个姐姐相继出嫁，母亲和
养父又张罗着给他和弟弟各自盖了
房、成了家。逢年过节，两位老人还会
招呼全家聚餐，一家人其乐融融。

亲情裂变满是伤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母亲和养父的

身体每况愈下，他们特意把几个子女
叫到跟前交代：“按照农村的习俗，女
子出嫁就成别人家的人了，等我们老
两口去世，家里的财产和土地就让兄
弟俩分了吧。”

张大爷坦言，两位老人其实并没
有留下太多财产，无非就几亩薄田。
那时，弟弟在外工作，弟媳在家照看孩
子，两家就商量着土地先让他种着，等
弟弟想种的时候再分。此后，他费心
照看土地，除了种粮食、蔬菜，还在地
边种了许多树。

“我总想着，父母不在了，我是当
哥哥的，理应多照顾一下弟弟。”张大
爷说，因为弟弟不在家，他时不时会给
弟媳和孩子们送些菜，或是给家里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记得弟弟的儿子
结婚时，他准备了1000元礼金，“这钱
放到现在不算多，但在当时，却是我卖
了好多天菜攒下来的。”

眼看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张大
爷和弟弟家的亲情关系却发生了裂
变。几年前，村里扩路，征用张大爷在
地边种的树木后，给了一些补偿。弟
弟家便想把土地收回去自己种。“他要
回一半土地很正常，但非要全种了。”
张大爷不同意，双方发生了争执，怨气
越来越大，彼此来往越来越少。

“村里地方不大，平日与弟媳一家
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要真是断了
关系，不光旁人看笑话，自己心里也不
好受。”张大爷表示，他非常希望两家
关系恢复到以前和睦的状态。因为土
地的事，双方经了“公堂”，有了结果，
但真要论亲情与血缘，谁又是真正的
赢家呢？

逢年过节或是走在街上，看到人
家兄弟姐妹友好相处，张大爷心里很
不是滋味。他还是想通过他人调解的
方式，再为修复亲情努力一把。

裂变的亲情，该如何找回

毕士莲家中放有几袋米和一
些食用油、牛奶等物品。毕士莲
说，这些东西是今年过年期间，区
民政部门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
员送来的慰问品。客厅内摆的电
视、沙发，卧室床上、架子上挂的
衣服，也都是好心的亲朋好友送
的。近两年，她因左腿受伤行动
不便，还患有腰椎间盘突出、高血
压、糖尿病等病出门不方便，邻居
张爱萍、宋新闻等总帮她买菜买
药。家里的水管漏水了、灯泡坏
了，邻居周伟川总是义务帮忙维
修。2020年疫情紧张期间，社区
工作人员周优、葛麒麟多次给她
家送菜送馍……

“我老跟孩子们说，谁在难处
帮过咱，咱都不能忘。你们现在
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以后有机
会了，一定得报答人家……”如
今，提到几个孙子孙女，毕士莲满
是欢喜和自豪，大孙子和大孙女
已经能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了，另
外几个学习成绩也不错。孩子们
都很懂事，对她也很孝顺。

“我 70 岁生日那天，孩子们
偷偷张罗着给我过生日，大孙女
给我买了个生日蛋糕，大孙子给
我买了件新衣服，我现在还穿着
哩……”毕士莲说。

红旗街社区党委书记刘璐告
诉记者，毕士莲辛苦养育孙辈的
故事感动了邻里，社区很多居民
都认识她、敬佩她，并争相给予帮
助。考虑到她家的实际困难，社
区通过市民政局等部门，帮她家
申请了低保、爱心救助卡等。

爱心点点记在心间
生活逐渐绽开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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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士莲为小孙女整理卧室

近十年如一日，76岁的毕士莲乐观面对生活

坚强奶奶靠赶会摆摊抚养5个孙儿

毕士莲今年 76 岁，20 多年
前，她的老伴儿和大儿子先后因
脑出血瘫痪在床，她独自照顾两
个瘫痪病人。2013年，老伴儿和
大儿子因病去世后不久，二儿子
也因意外离开人世。

“老伴儿，俩儿子，四个月走
了仨亲人。大儿子没去世前就离
婚了，留下一个孙子和一个孙
女。二儿子去世后不久，儿媳也
离家出走了，留下一个孙子和两
个孙女……”当时，毕士莲的五个
孙子孙女，最大的16岁，最小的不
到6岁。此后，抚养孙子孙女的重
担，便都落在了毕士莲的身上。

“那段日子，我哭肿了眼睛，
哭哑了嗓子，觉得自己没路了。
后来想想孙子孙女，就渐渐挺过
来了……”毕士莲说，她没有工
作，平时就靠四处打零工和赶会
做点小生意维持家中开销。

身边至亲四个月“走”仨
奶奶含泪撑起了家

“刚开始那几年日子最难，每天早
上5点多给孩子们做饭，吃罢早饭先送
三个大点的孙子孙女上学，然后再一手
牵一个，送小孙子和小孙女去幼儿园。
送完孩子后，我就骑车带着装有批发来
的镯子、戒指等小玉器到郊区赶会摆地
摊。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收入上百元，
最少时就能卖几元钱……”毕士莲说，如
果赶会的地方远，她就早饭、午饭一块儿
做了，盖在锅里等孙子孙女中午放学回
来吃。地方近的话，中午就委托同行帮
忙看一下摊，她再赶回家给孙子孙女做
饭……

在大孙子张千的印象中，自己从小
就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父亲去世
后，奶奶就像培养小树苗一样，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为他和弟弟妹妹付出，
“在我心中，奶奶最伟大，以后我会好好
工作多挣钱，好好孝顺奶奶”。

红西小区的物业公司经理李硕提
起毕士莲连声称赞：“老人不仅勤劳能
干，还特别正直守信，前段时间她家的
水管漏水了，跑了不少水。得知她家生
活困难，公司垫付了其跑掉的1000多元
水费。她总是攒一点钱就送过来，说这
是她的账，会慢慢还……”

“这么多年过得真累，可发愁是一
天，开心也是一天。好在现在都已经习
惯了，慢慢熬吧！”毕士莲说，这么多年
来，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让她最感动的
是，这一路走来，总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
的好心人相伴。

多年风雨含辛茹苦 孙子感慨奶奶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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