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姚人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只有努
力工作。”吴秀兰说。

公司7点半上班，吴秀兰总是7点不到就
到了，晚上，她经常最后一个离开。

车间做垂直的百叶窗帘，要打盒盖、打钉
子，吴秀兰不小心把钉子打进手指，去医院处
理包扎完后，又带着伤继续工作。她赢得了大
家的尊重，年年都被评为公司“最佳员工”。后
来，吴秀兰当上了车间主任，从带20多人到管
理200多人，和公司一起成长。

碰上年轻工人下班后不回宿舍去玩“娃娃
机”、泡吧，吴秀兰会像妈妈一样去“抓”他们回
家，劝导他们千万不要在成长的最好阶段错失
机会；碰上工人之间闹矛盾，她会出面调解，成

了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润滑剂。如今，一些员工
听了她的话，奋发向上，每个月都能拿到上万
元的薪水。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和同事一起去
参加村里的公益活动，一起奉献爱心。

她说：“公司里的外来员工多，我要让大家
和我一样，通过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们找到归属
感，能够踏踏实实地留在这里干事业。”

经过这么多年奋斗，如今吴秀兰一家的生活
状况大有改观：4个孩子都已各自结婚成家；小儿
子高中毕业入伍，复员后开始创业；大儿子现在
已成长为公司的车间主任。在汪黎敏等人的帮助
下，大儿子筹齐了首付款，在泗门买了房子。

吴秀兰说：“余姚泗门，已经是我的家了。”
记者 张晓曦 实习生 干中人

“余姚泗门，已经是我的家了”

丈夫车祸身亡，留下4个孩子，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近20年来，宁波有群人这样温暖她……

她是一个不幸的妈妈，从安徽到宁波余姚打工，却碰到丈夫因车祸身亡，留下
4个孩子。面对沉重的生活负担，面对小儿子孤零零地在老家，想到他周末留校坐在
学校操场看书的场景，她的心都碎了……

她又是一个幸运的妈妈，当所在公司的老板娘及余姚泗门镇泗北村村委会得
知她的情况时，帮她交了养老保险，把她的大儿子安排进工厂，帮小儿子勤工俭
学，安排宿舍让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

近20年，人心抚慰人心。故事的主角吴秀兰早已把余姚当成了自己的家。

吴秀兰是2000年从安徽铜陵老家来到余
姚泗门镇泗北村的。

那年她38岁，家里还有丈夫和4个孩子。
那时泗门工厂不多，吴秀兰进了泗北村一

家叫柳佳的窗饰有限公司。老板娘汪黎敏一
家为人和气，经常对她嘘寒问暖，这让吴秀兰
觉得很舒心。

吴秀兰工作表现突出，第二年就当上了组
长，还从老家给公司招来了20多个员工，把大
儿子也带到泗门做油漆工。她憧憬着，母子俩
多挣点钱，过几年就可以回老家造房子。

但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丈夫因车祸身
亡。家里老人早已去世，孩子不能没人照顾，
心情低落的吴秀兰料理完丧事后，向汪黎敏提
出辞职。

吴秀兰的境遇，让汪黎敏非常同情。
汪黎敏劝她留下：“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

想办法。”汪黎敏建议她可以让大儿子到自己
厂里上班，小儿子可以住校，假期到余姚来与
他们团聚，做临时工勤工俭学，减轻经济压
力。

吴秀兰感受到了老板娘的真诚，留了下来。

家中遭变故，老板娘说一起想办法

当年养老保险都是由个人缴费购买的，为
了省钱，吴秀兰从未买过。“你是家里的顶梁
柱，你不能倒，养老保险一定要买，钱我替你交
了。”为了解除吴秀兰的后顾之忧，汪黎敏给
吴秀兰补缴了一万多元，购买了养老保险。

那时，吴秀兰最牵挂的是家里正在念初中
的小儿子，每年春节、国庆她都会回家看望
他。汪黎敏总会让她带点礼物回家，泗北村村
委会也常在年节时来看望她，送上年货、慰问
金。

暑假，汪黎敏兑现承诺，把吴秀兰的小儿
子安排在工厂里勤工俭学。那时，吴秀兰的大
儿子也到了厂里上班。为了方便他们一家人

团聚，汪黎敏特意给他们安排了相邻的宿舍住
在一起。

可是，小儿子假期结束回老家，吴秀兰的
心又会被他带走。汪黎敏怕她越思念越惆怅，
便鼓励她在工作之余多参加活动。

吴秀兰喜欢唱黄梅戏，镇上、村里搞文艺演
出，汪黎敏给她报名，陪着她去镇里找老师指
导。吴秀兰去市里比赛，汪黎敏带上全家人一
起去给她当“亲友团”加油助威。那时，泗北村
成立了外来务工者联谊会，也经常邀请吴秀兰
参加。在泗门，吴秀兰的朋友、熟人越来越多，
她渐渐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紧锁的眉头也逐
渐舒展开来。

企业、村委会送温暖，打开她心结

42岁的徐梓侠是不幸的，因脑瘫无法正常
走路，生活不能自理；但他又是幸运的，母亲从来
没有放弃过他，每天都无微不至照料着他。

母亲张丽（化名）今年已75岁高龄。“只要我
活一天，就要让他好好活着！”42年来，这个信念
坚如磐石。

昨日是母亲节，记者走进鄞州区钟公庙街道
金色水岸社区，见到了这位平凡却伟大的母亲。

“哪怕倾家荡产，我都要给他看病”

徐梓侠出生于1978年，在徐梓侠1岁左右
时，家里人就注意到了孩子的异常。“同龄孩子都
会翻身了，他却连抬头都困难。”1979年夏天开
始，张丽踏上漫漫求医路，宁波、杭州、上海等各
大医院都跑遍了。

“放弃吧！”这是医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
医院，张丽几次被医生劝离。但她却从未放弃，
到处寻医问药。“哪怕倾家荡产，我都要给他看
病！”

1984年，在徐梓侠6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
第二颈椎齿状突缺如，可以通过手术介入缓解神
经压迫症状。起初手术非常顺利，没想到后期出
现颈椎错位，反而加重了病情。

3年多时间里，徐梓侠前前后后做了4次手
术。最后一次，医生宣布手术成功时，张丽在手
术室外喜极而泣。

回到家，她又精心护理了2年，儿子总算能
抬头了。这个简单的动作，她等了整整10年。

“照顾不动了，我就陪他住敬老院”

“这42年，我从来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因丈
夫徐先生常年生病，照顾儿子的重任几乎都落在
了张丽一个人身上。

徐梓侠生活无法自理，智力相当于一个两三
岁的孩子。张丽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陪他训练。

正常的孩子，手指都能灵活转动，但徐梓侠
的手指却无法张开，大拇指内扣在拳头里。张丽
教他运动手指，一个个练习，一遍遍重复。这样
简单的动作，徐梓侠一练就是几十年。而现在，
他已经能熟练操作电视遥控器，能在ipad上玩
消消乐。

2018年，丈夫因病去世。临走前，他劝妻
子：“你年纪大了，不行就把孩子送到敬老院吧！”

但张丽却不忍心儿子受苦。去年，她因胃出
血住院，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她如坐针毡，每天都
惦记着住在敬老院的儿子。“我想过了，以后实在
照顾不动，我就陪他住敬老院！”

“活着一天，就要拼尽全力让他幸福”

“这孩子已经够可怜了，只要我活着一天，就
要拼尽全力让他幸福！”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
深沉的爱。

42年来，身边很多人劝张丽放弃，但再苦再
累的日子，她都咬牙撑着。她的字典里，从来没
有“放弃”两个字。

每逢节假日或徐梓侠生日，张丽都会带儿子
出去吃饭或邀上亲朋好友一起庆生。徐梓侠想
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张丽就独自带着脑瘫儿子
去旅行，海南、威海都留下了母子俩的足迹，甚至
去澳大利亚看大女儿，她都会带上儿子。

“原本，我们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脑瘫孩子，有
的家庭放弃了治疗，有的索性扔在乡下。我的儿子
现在都42岁了，我会一直陪着他，到最后……”说这
话的时候，张丽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
的痕迹。但看向儿子的眼睛里，却满是宠溺。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高秀慧 傅琳洁

75岁母亲
照顾脑瘫儿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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