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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李毓民退休了，和退休
多年的老伴儿焦素英一起照顾外孙
女和孙子，儿孙绕膝其乐融融。

2018 年初，80岁的焦素英突发
脑梗死，虽经多方医治，仍留下右侧
肢体瘫痪的后遗症。刚开始她还会
说话，随着病情加重，语言能力丧
失、大小便失禁。李毓民很伤心，但
他又很庆幸：“周围一些同龄人的老
伴儿都相继离世，但我的老伴儿还
在，有她就有一个完整的家。”

李毓民的两个子女都在叶县上
班，每天早出晚归。为了不给他们
添麻烦，他承担起照顾焦素英的重

任。因焦素英不会说话，李毓民就
像照顾小孩儿一样，每天按时给老
伴儿喂药、喂水、喂饭、清洗衣物、清
理大小便。刚开始，李毓民没有经
验，照顾起来有些吃力。慢慢地，他
摸索出了规律，照顾起来也越来越
熟练。每天他根据老伴儿的喜好做
饭，蒸米饭、炒菜、包饺子、包包子，
这些他都会做。

“虽然女儿和儿子都成家了，但
只要有空都会来看望我们，陪我们
聊天，给我们做饭。”李毓民说，这些
年是子女的孝心和老伴儿无声的陪
伴支撑着他。

李毓民的女儿专门买来了按摩
器，他每天坚持为老伴儿按摩；儿子
将沙发装上了轮子。“我平时很少出
门，即使出门，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回
来，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李毓
民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照
顾着老伴儿，无怨无悔、不离不弃。

李毓民的子女怕他过于劳累，
身体吃不消，多次劝他请个保姆帮
忙，可是他不乐意，怕保姆没有自己
尽心，觉得自己身体还能承受。

“我爸和我妈辛苦奋斗了一辈子，
他们感情这么好，是我们儿女的福气。”
李毓民的女儿李新接受采访时说。

老伴儿患病不离不弃

□本报记者 范丽萍

人生恍恍惚惚一辈子，在陪伴儿
女长大的同时，父母也在日渐老去。有
人觉得：儿孙承欢膝下，自己身体健康、
生活无忧，就是晚年最幸福的生活。今
年60岁的谢阿姨却想在余生突破自我，
做一个“有友、有本儿、有事业”的人。

为生计吃过不少苦

生活中的谢阿姨性格开朗，对于
自己以往经历的种种辛苦，她没有丝
毫避讳，一直微笑着讲述。

“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小
吃惯苦的人，家里姊妹众多，后来经人
介绍与丈夫成家，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3月30日，谢阿姨如约接受了采
访。她说自己是郏县人，天生要强，尽
管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但懂得“要想
生活过得去，就必须努力”的道理。

谢阿姨回忆，刚和丈夫结婚的那
几年，是她觉得日子最苦的时候，烧
窑、搬砖，整天累得腰酸背疼，也挣不

了多少钱。娘家人心疼她，时不时地
接济一下。有一年春节，丈夫在外打
工没要到工钱，家里连肉都买不起。
无奈之下，她到村里杀猪户家赊了点
肉包饺子，才算把年过了。

其实，当时村里人生活条件普遍
不好。为了增加收入，大家通常都会
在种粮之余再种一些蔬菜、瓜果，拉到
市场上换钱。谢阿姨说，女儿一岁半
时，她和丈夫拉着车到洛阳卖西瓜，

“市场上人多，我只能一手抱着女儿，
一手给顾客挑瓜，3 天总共卖了 1700
元，而且吃住都在瓜车上”。

她坦言自己不怕吃苦，能给老人
和孩子创造好一点的生活条件，也是
她和丈夫奔波奋斗的动力。至于自己
有什么兴趣爱好和梦想，这些都没有
细想过。

走上家政服务路

随着一双儿女渐渐长大，各自成
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外人看来，谢阿
姨本可以轻松在家，好好享受天伦之

乐了，可她却闲不住。“一辈子说长不
长，说短也不短。以前的我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为了生活，没有想过自己。
现在终于有了喘息机会，我也想看看
外面的世界，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不仅能多攒点养老本儿，为儿女减轻
负担，还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和事，长见
识，改变改变心情。”谢阿姨说。

“你们这里招人不？”谢阿姨骑着
自行车在县城转悠，看到一家家政公
司便进去问了问。对方热情接待，把
她引上了家政服务的道路。如今，她
已在家政服务行业干了7年，帮助一个
又一个雇主解决了实际生活需要。

她表示，家政工作是个非常考验
人的体力活儿，像打扫卫生、做饭这些
看起来简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
持下来并不容易，况且有时还会遇到
雇主不公平对待。一次，有位中年女
雇主除了要求她每天打扫自己家里
外，还不打招呼就把她带到自己娘家
干活儿。

有好几次，丈夫都劝她：“别干了，

家里又不缺你挣的那几个钱！”

越干越有劲儿

在从事家政工作的这些年，谢阿
姨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被公司评为

“优秀员工”，还结交到了很多朋友，内
心获得了满足感，越干越有劲儿。

“其实，刚开始步入这个行业时，
我并没想过能干多久，还有退却的想
法。后来工作时间长了，自己又有了
新的感悟和体会。”她说，自己服务最
多的就是那些子女不在身边或因病
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在一些人看
来，照顾这些老人是伺候人的“下等
活”。“殊不知，当你真正投入进去，帮
到无助的老人，会觉得做这个工作是
比获取金钱报酬更有价值和意义的
事儿。”

谢阿姨表示，自己会继续在家
政服务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希望做
子女的能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和
情感需要，正如歌里唱的：“常回家
看看！”

能帮到无助的老人，很有价值和意义

有她就有一个完整的家

八旬老人不离不弃照顾患病老伴儿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来，该吃药了！”“该按摩了，该吃水
果了……”照顾老伴儿焦素英的这 4 年
里，81 岁的李毓民似乎每天都在重复着
同样的话，明知道对方不会给自己只言
片语的答复，他却始终不厌其烦地说着。

3月 30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市区
新华路中段的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
家属院李毓民的家。屋内陈设简单，摆
放着旧家具、彩电和冰箱等生活用品。

“我们住在这里好多年，已经习惯了。”李
毓民说。

李毓民的老家在开封，上世纪60年
代，他在原新乡化学纤维厂实验室上班，
与同一实验室、比他大3岁的焦素英相
识相爱，两人于1967年结婚。“她工作能
力强、为人正直。”回忆起往事，李毓民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

1980年，两人支援新厂建设，一块儿
来到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未成年
的女儿和儿子让老人帮忙照顾。等他们
分到房子、安顿好后，两个孩子也被接到
平顶山上学。

“她心灵手巧、特别能干。”李毓民
说，焦素英年轻时为全家人做衣服、做
鞋，还会绣花，到现在家里还保存着她手
工绣的花布帘、电视机罩等。记者看到，
这些保存多年的手工制品针脚细密，花
鸟图案栩栩如生。

工作之余，焦素英主要负责家里的
缝缝补补，李毓民只要有空就抢着做家
务。家里遇到大小事情，他们总是商量
着来。结婚几十年，两人几乎没有红过
脸吵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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