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垟社区，打造“孝文化”金名片

在南滨街道的林垟社区，至今还保

存了两座石牌坊——陈氏节孝牌坊和林

氏节孝牌坊，均为清嘉庆年间所立。牌

坊的各面雕有吻兽，石板上饰有人物和

花鸟浮雕，栩栩如生，牌坊的四柱头和

抱鼓石完整无损，绿色的青苔和细碎的

裂纹显示出牌坊的悠久历史。在当地人

眼中，这里是德孝文化的思想发源地。

现在，位于德孝文化源头的林垟社区，

正在将这份文化底蕴转变成当代社会和

谐发展、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的力量，发

扬光大。

据悉，南滨街道为使“孝文化”深

入人心，着力打造以林垟社区为主的

“孝文化”基地，将以两个节孝牌坊为

中心，打造孝德文化一条街和孝文化

室，充分挖掘本地孝贤事迹，推进“孝

文化”基地建设，让孝文化思想远播名

扬。该街道常年组织各村居广泛开展

“好婆婆”、“好邻居”、“孝子”、“孝

媳”等各类评选活动，并以“孝德事

迹”为创作素材，自编自导自演，使广

大居民在自娱自乐中受到教育。

而这些活动中，林垟社区“孝子孝

媳”评选活动的影响最为深远。据了解，

林垟社区“孝子孝媳”评选活动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至今已经评出近70位孝子、孝

媳。为让孝子孝媳的事迹传播更远，该

社区还在年度表彰会上对获奖者进行公

开表彰，还将他们的感人事迹编集成小

册子，挨家挨户发放进行宣传。

“原来我觉得让二老吃好穿好就可

以了，听了孝子孝媳的故事后感到还应

和父母多接近、聊天，拉近和他们的心

理距离。”记者采访之时，不少街坊邻

居表示。其实弘扬德孝文化，就是要让

文化思想精髓，不断向人们的意识领域

渗透并落实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之处，林

垟社区这种通过个人典型树立“孝文

化”榜样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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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艳 通讯员 钟金燕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杨

旺兰却上演了“久病床前不但有孝子,而

且有孝媳”的感人故事。在林垟社区南

爿村，提起杨旺兰无人不竖起大拇指，

给你说上个一二三，这可是南爿村出了

名的孝顺媳妇。

杨旺兰今年 48 岁，嫁到夫家已有

26 年，良好的心态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

龄要年轻很多。知道记者的来意后，杨

旺兰一边急忙拿出家里的水果饮料热情

招待，一边笑着推说照顾老人是自己的

本分。

杨旺兰夫妇与公婆的住处仅一壁之

隔。她说，“之前一起住了 17 年，现在

婆婆老了，说跟我们分开方便。不过也

就住隔壁，什么事情都能照应。”当记者

问 起 老 人 是 不 是 只 有 她 丈 夫 一 个 儿 子

时，她说，公公婆婆一共有 2 个儿子，

不 过 老 人 老 了 由 他 们 照 顾 是 理 所 应 当

的，在这上面没什么可计较的。

杨 旺 兰 和 婆 婆 就 像 和 自 己 亲 娘 一

样 ， 无 话 不 说 ， 相 处 得 非 常 融 洽 。 过

去，婆婆身体还算硬朗，经常买买菜，

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杨旺兰夫妻下班

回来后经常能吃到老人烧的可口饭菜，

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而温馨。“相处这

么 多 年 ， 若 说 一 点 儿 矛 盾 都 没 有 是 假

的，但每次都想着对方的好，也就不会

去计较一点小事了。”杨旺兰说。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老人因急性

中风身体右半边完全瘫痪，神智也开始

变得很不清楚。自老人患病后，杨旺兰

找了个在家加工包装袋的工作方便伺候

婆婆。刚刚患病的婆婆心理状态不好，

每天生闷气，杨旺兰就时时找她说话，

把她推出来跟街坊接触，并鼓励婆婆战

胜病魔。

每天，杨旺兰做好饭后都先盛出来

一碗放在桌上，等不烫了，再端过去慢

慢 地 喂 到 婆 婆 的 嘴 里 。 由 于 婆 婆 吃 饭

慢，有时一顿饭她要花上一个多小时，

喂药、擦身等更是照顾得非常周到。由

于身体右半边没有知觉，老人大小便失

禁是常有的事，连上厕所也都是杨旺兰

抱着去。至于买药、去医院检查等更是

家常便饭。

经过几个月的悉心照料，有一天婆

婆的右手可以轻微颤动了，这让杨旺兰

夫妇欣喜地看到了希望。杨旺兰每天都

帮老人按摩，将她推出来慢慢锻炼。时

间长了，杨旺兰瘦弱的身体吃不消，但

她强忍着，现在婆婆的右半边已经可以

使出一点力气了。“一年半了，好得还算

很快，我会一直照顾到婆婆能够独立行

走为止。”

如今，杨旺兰的婆婆已 83 岁高龄，

杨旺兰仍然默默地为这个家忙碌着。“虽

然日子现在苦点儿，但只要婆婆有一个

好身体，孩子过得好，就是我们最大的

幸福。”杨旺兰欣慰地说。

孝子孝媳诠释人性真善美

在南滨街道林垟社区，有这样一位普

通的农民，他没有卖血救母的震撼经历，

却让当地人为他的事迹而感动；他不会说

出豪言壮语，却是“孝子”评选之时群众极

力推荐的对象。“睡觉前没有见到儿子，他

爸门都不关的。”村里人这么说，可见父亲

对他的依赖之深。他就是林垟社区外甲

村的彭来富。

没打招呼，记者来到彭来富家，当

时他正帮着妻子做包装袋加工的手工

活，他家里因堆积着包装袋而显得有

些凌乱。说明来意后，彭来富带着记

者走到离他家 20 米开外的一座房屋

前，他说，这是他父亲的住处，父亲看

到有客人来肯定会更开心的。

彭来富父母住的房子里地上铺着

花岗岩，墙上嵌着锃亮锃亮的大理石，

洗衣机、抽油烟机、电视机等家具一应

俱全，装修得比他自己住的还要好很

多。“我爸妈一辈子没有住过好房子，

老了就想让他们享享福，况且我自己

就是泥水工，这些全部都是我做起来

的。”彭来富边说边帮父亲揉揉手。

彭来富的父亲今年 81 岁，母亲 77

岁，看起来还算健朗。“老人嘛毛病总

有一点，每个礼拜他都会带他们去量

下血压拿点药。”“他自己生活也困难，

每个月还要给爸妈花，实在很难得。”

“他再忙也会每天四五次来看老人，给

他们拿吃的。”⋯⋯听到村里的干部个

个竖起大拇指夸他，他腼腆地笑着说：

“孝字当头，连这个都不会做，还做什

么人呢？”

彭来富父母家门前就是菜场，长

久以来卖菜的摊主都会跟彭来富“汇

报”他爸买了什么菜，“他家老人很省，

每天就买些青菜和腌菜，要是缺肉，来

富就多买点肉，缺菜就多买些菜，他几

乎每天买水果给老人吃。”一村民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照料父母外，彭

来富还有个 17 岁的儿子，说起儿子，

他满脸自豪，“快要高三了，儿子立志

考军校。”目前正在学校进行高三补习

的儿子为了省下 10 元三轮车费经常

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家，心疼儿子的

彭来富每天早晚都会去接儿子。“儿子

是自己的，我肯定很疼爱他，但他很懂

事，将来也会孝顺我的。”

这个家庭并不富裕。彭来富是一

个泥水工，夏冬两季往往是装修淡季，

基本上没什么活干；他妻子在家加工

包装袋，近几个月彭来富每天在家帮

妻子做事。算起来，彭来富的家庭总

收入平均每个月不足 4000 元，儿子上

学每年花费不小，加上每月给父母亲

约 800 元生活费，一年下来基本上存

不下钱，“但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说

起钱，彭来富心态很平和。

“大部分评上孝子的人都是独子，而

彭来富有四兄弟一姊妹却还是如此尽心

尽力服侍老人，几乎将生活中一半的时间

花在了老人身上。这让社区居民很感动，

这也是我们想把他作为孝子典型的原

因。”林垟社区老龄办主任陈春生感慨道。

[记者手记]
曾经听一位读者这样说道：好遗憾，家里长辈还在身边时没有陪他们多走走，等到自己开始反省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等不及，离开了人世。

无论你有多忙，至少抽空回家看看；无论你离父母多远，至少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礼物，在父母眼里都不重要。父母在乎的，只要孩子们能够平平

安安，有空陪他们聊聊天散散步，或在家门口，或是在公园里⋯⋯风景不重要，可贵的是有女儿们幸福的陪伴。

孝子彭来富：
空闲时间几乎都给了父母

孝媳杨旺兰：
瘫痪婆婆身边的贴心棉袄

位于南滨街道林中村的陈氏节孝牌坊

彭来富每天都搀扶父亲到处走走

杨旺兰每天帮婆婆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