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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沧州电（记者代晴）一

颗颗饱满漂亮的冬枣，好像一盏

盏“红灯笼”挂在枝头。然而，沧

县枣农张菊却高兴不起来。她的

丈夫刚刚得了一场重病花光了积

蓄，本指望卖冬枣能挣些钱，没想

到今年冬枣行情遇冷，卖不上价。

9 月 28 日，在沧县李天木乡

吕家楼村冬枣采摘园里，36岁的

张菊踩着高凳子麻利地摘着冬

枣。翠绿的叶子，映衬着红红的

冬枣，格外好看。“你看看，这枣

个头多大，往年上门收都要四五

块，今年才两块来钱。”张菊无奈

地摇了摇头。张菊家种着十几

亩地的枣树，全家的收入主要靠

种枣。吕家楼的冬枣品质好，皮

薄脆甜，往年都能卖个好价钱。

然而，今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市

场价格大大缩水。

为了节省成本，张菊和丈夫

每天一大清早就去摘枣，但枣的

价格却越来越低，有时两块钱一

斤，有时甚至只有一块七八。“以

前我家的冬枣能卖五六万元，照

今年这行情，连一半也卖不上。”

张菊说，除去人工、肥料等投入，

算下来不但不挣钱，反而赔钱。

比张菊更着急的是她的丈

夫戴众，两个月前他因重病做了

手术，自费承担数万元花光了家

里的积蓄。术后，他身体消瘦了

许多，医生建议休养他却一天也

待不住。看着年迈的父母和两

个年幼的孩子，戴众天天琢磨着

怎么挣钱养家。他想到可以用

微信朋友圈卖枣，这样可以多一

些利润，但由于好友数量有限，

每天的销售量并不多。家里又

没有冷柜，如果不尽早采摘出

售，恐怕好好的枣就要烂在树

上。亲戚朋友们心疼这两口子，

想接济他们，但两人说什么也不

要，“大家多帮我们推销一下冬

枣，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戴众夫妇说，国庆长假就要

到了，欢迎本地的朋友到吕家楼

采摘冬枣，吕家楼是我省的美丽

乡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报纸

登过，电视也播过！”

外地的朋友如果想品尝冬

枣，他们可以邮寄，5 元一斤，一

盒25元，包邮价35元，全国各地

都能发货。

如果您想去美丽乡村采摘冬
枣，或是购买冬枣，请与戴众联系：
13673279967，18713727616
（微信同步）。

本报邯郸电（记者陈正 通

讯员马顺利、刘军）日前，大名县

西未庄乡中未城村全村百余名

老年人聚集在广场上品尝“爱心

慈善大餐”。据悉，除了特殊节

日，该村每月初一、十五举办两

次“孝道餐”，供村里 65 周岁以

上的老人免费食用，至今已举办

三届。

谈到中未城村“孝道餐”的来

历，该村退休教师韩禄眉飞色

舞，“这要感谢两个人，一位是

我侄子韩春，另一个是他的朋友

深圳前海荣格集团的总经理孙

会喜。”

据其讲述，韩春在邢台打工

期间，热心公益事业，在参加公益

活动中结识了来自深圳的孙会

喜，两人一见如故。韩春向孙会

喜介绍了自己的家乡，华北平原

一座普通村庄，回族、汉族混居，

相处融洽，小村庄内民风淳朴，尊

老爱幼，孙会喜通过几次考察后，

决定投资5万元在该村建设一座

幸福院，打造“回汉孝道村”，宣扬

中华传统孝道文化。

中未城村村委会主任苗振奇

介绍，该村是大名县传统的回汉

混居村，全村 60 余户，300 多村

民，其中回族村民有三分之一左

右，为充分尊重回族村民的生活

习惯，村委会商定每月初一、十

五两次面向本村 65 周岁老人提

供的免费“孝道餐”中，初一是

素水饺，十五是大锅菜，并且在

“爱心慈善大餐”期间，还将为

村里老人们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艺活动。截至目前，文艺活动及

“孝道餐”已举办三届，广受村

民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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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南和县路庄村一间干净整洁的小院内，大儿媳党梅业，正在收

拾婆婆刚尿湿的垫子……党大姐忙得不亦乐乎，“来到这个家，婆婆就是俺们

的亲人，自己的亲人，自己不照顾谁照顾，你说是不是啊小玉？”一边爽朗地笑

着，党梅业一边向里屋的二弟媳闫想玉说道。“大嫂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咱们就

得好好孝敬老人。”屋里，闫想玉一边帮婆婆擦洗身体一边和院子里的大嫂笑

呵呵地聊着天。你为婆婆洗涮，我给婆婆治病；你为婆婆做菜，我给婆婆值

夜……4年前，自从婆婆郭金凤瘫痪后，路庄村党梅业、闫想玉、甘计花、刘素

彩四妯娌“攀比”着照顾婆婆，演绎了一曲感人的孝道之歌。

如今，虽然身体不能动，但老人的

心里很明白，“遇到这些好媳妇，是我

前生修来的福！”提起几个儿媳妇，

老人一脸的满足。虽然瘫痪多年，

但郭金凤的房间里，永远都是干干

净净的，身上也很干净整洁，坐轮椅

出去的时候，老人的头发也总是梳

得一丝不乱。

身教重于言传。郭金凤在外求学

的孙辈们经常打电话回来问候老人。

出嫁后回家小住的孙女们也会先来奶

奶家，跟奶奶说说话，给奶奶带些好吃

的，甚至晚上还要求陪奶奶一起睡。

路庄村四妯娌的孝行不但感动了

家人，也得到左邻右舍的交口称赞：

“老路家的媳妇们个个都是好样的！”

照顾完婆婆，妯娌俩坐在床沿上，

和老人亲亲热热地唠着家常。正说话

间，老人的三儿媳甘计花和四儿媳刘素

彩也一前一后走进家门，俩人都在当地

的啤酒厂上班，该谁值班照顾婆婆的时

候，谁就跟厂里请天假，专程在家服侍

婆婆，有时候，二嫂闫想玉也会过来替

她们值几天，“你们该上班上班啊，反正

我在家没事，老人我看着就行。”没轮到

俩人的时候，俩人也是一下班就直奔婆

婆家，帮着收拾屋子，陪老人谈心。

看着大嫂二嫂这么尽心尽力，将

婆婆服侍得无微不至，甘计花和刘素

彩也不甘落后，经常变着花样，做些婆

婆喜欢吃的饭菜，不好消化的，就专门

打成汁，喂婆婆吃。到婆婆家走动得

也很勤，看到老人缺啥了都会悄悄为

老人买来。

按照约定，今天老人本该由大儿

子家照顾，但想着自己也没啥事，二儿

媳闫想玉留了下来，和大嫂一起伺候

老人。党梅业拉着记者的手说道，

“你们可得好好报道报道俺这好弟

媳，几年前，二弟去世了，照顾婆婆

的事儿，俺小玉一样没落下，比俺们

还尽心呢。”党梅业说，2010 年，二弟

因病去世，留下三个正在上学的孩

子和没有工作的弟媳，家庭困难自

不言说，三家人商量着照顾老人的

事儿就不让老二家参与了，但闫想

玉说啥都不同意，“进了这个家，俺

就是这个家的人，该照顾的，该拿

的，俺一样都不能少。”在去年大伯

哥突发脑血栓的时候，她也是大半

夜第一时间赶到婆婆家，替换下焦

急的大嫂，让大嫂及时赶回家送大

伯哥去了医院。

“谁家都有不容易的时候，互相商

量着，一家人和和气气的，遇见啥事儿

都能扛过去。”闫想玉说，大嫂也不容

易，大哥有脑血栓，干不了重活儿，两

个孩子都正在上学，家里的事儿都得

大嫂张罗着，担子不比自己轻，但照顾

老人的事儿，大嫂也从来不说啥。

郭金凤今年 86 岁，育有 6 个子

女。十几年前，老伴去世后，倔强的郭

金凤不愿搬到孩子们家中，守着跟老

伴儿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房子，开始自

己一个人生活。那时候四妯娌便经常

轮流过来看望老人，陪老人聊天、收拾

家务，一起出钱买煤、交水电费。从来

没有因为谁家出钱多，谁家出钱少而

闹过别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3

年，老人不慎摔了一跤，终因年老体

弱，病情加剧而瘫痪在床。

老人瘫痪后，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怎么照料、谁来照料老人成了一

家人的心病。于是，全家召开家庭会

议，商量赡养方式，最后决定由4个儿

子每家轮流照顾一天。就这样，照料

病瘫母亲的重担自然落在了媳妇们的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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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邢台记者 张会武 通讯员 王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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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重于言教，孝道绵延

竞相“攀比”，只为让婆婆更好

各有艰辛，但孝道不忘

婆婆患病，四妯娌承担

冬枣丰收价格缩水 丈夫手术花光积蓄

沧县枣农
看着满枝“红灯笼”发愁

大名县一村庄
每月免费举办两次“孝道餐”

““孝道餐孝道餐””———包饺子—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