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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一大早，宁波市达敏学校202
班正、副班主任李淼和宋姝颖，收到了学
生家长送来的一面锦旗，“如师如母 亦教
亦哺”八个大字，表达了这位家长对老师
的感激之情。

送锦旗的是202班学生忻洛毅的爸
爸。小忻同学今年10岁，9月入读达敏
学校，经过测试上二年级。由于孩子是中
度脑瘫，忻爸爸一个多月来都在学校陪
读，送锦旗是因为他在学校看到了老师非
同一般的耐心与付出。

和锦旗一同送上的，还有一封感谢
信。忻爸爸在信中说，在儿子就读达敏学
校前，“我一直以为老师有自己的办公
室”，但陪读后才发现，达敏学校老师的办
公室就在教室里，她们一直和孩子在一
起，老师们“没有课间休息、午休，永远在
线”。

更让忻爸爸感动的是，学校根据每个
学生的学习程度，布置的作业是不同的，

“为每一个学生编辑、打印不同的作业，老
师们得多花多少精力和时间啊！”采访中，
忻爸爸向记者举例说，儿子的手部运动能
力较差，比如让他划线，他总是划不直，

“像1、2、3等阿拉伯数字，只要儿子能认
识，我就很满足了。没想到老师们没有放
弃他，专门给他买了教具，教他写字。老
师们真的非常非常有耐心，一遍遍地重复
讲，不厌其烦。现在儿子能写一些简单的
数字了。”

细心的忻爸爸看到了达敏学校老师
对孩子的爱，他在信中说：“老师照顾孩子
们的日常生活，陪着孩子们喝水、吃饭、洗
手、上洗手间。有一次下雨，有个孩子的
衣服湿了，老师拿来吹风机，把手垫在衣
服下面，对着衣服吹了七八分钟，把衣服
吹干了，才让学生回到座位上去。有的同
学鞋子没穿好，自己还不会穿，老师就一
遍遍地分解成一个个动作，直到学生学会
了自己穿鞋……”

忻爸爸在信中写了很多这样的点点
滴滴，老师们以极大的耐心教这些特殊儿
童学习生活自理能力，这是他最感激的，

“孩子们学会了扫地、擦桌子、拖地板。我
没想到，我的孩子如今会在家里和我一起
拖地板。”

忻爸爸告诉记者，孩子进入达敏学校
只有短短一个多月，却带给他很大的希
望，因为他看到了儿子的点滴进步和成
长。

“感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是她们让
特殊儿童的家长对孩子的将来充满了希
望。”因此，忻爸爸送来了这面锦旗，“她们
不仅仅是老师，还像慈爱的母亲。”

面对大红锦旗和感谢信，两位老师又
惊又喜。

“我们做的都是日常的普通事，没想
到忻爸爸那么细心，都记下了。”班主任李
淼说，“可见忻爸爸也是善良有爱的人，才
会从普通的课堂教学中发现爱。”

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贺晓霞

宁波男子12年如一日照顾老丈人上厕所、洗澡

丈母娘：亲儿子也未必这么好!
昨天早上7点，家住海曙区白云街道安丰社区的李渊为醒来的丈人穿上衣服，从床上扶到轮椅上，

再推到洗手间洗漱。接着，他把丈人推到客厅，转移到另外一把专门用来坐的轮椅上。做完这些后，李
渊喘了口气。看得出来，75公斤体重的丈人让52岁的李渊有点吃力。

“每天下班回来，喂老爷子吃完晚饭，还要和妻子、丈母娘三人一起，扶老爷子进洗手间大便，再洗
澡。”李渊说，洗完澡“换乘”轮椅后，再扶着丈人躺到床上。

自从丈人查出脑梗引起老年痴呆后，这样的“工作”李渊已经做了12年，为此他和妻子这么多年没
有出门旅游。“帮助老爷子洗澡上厕所，需要三个人互相帮助才能完成，其中还必须有一个强壮劳动力。
我们不在家，老爷子怎么办？”

李渊在照顾病中的老丈人。 记者 刘波 摄

12年前，李渊和妻子、丈人、
丈母娘一起去苏州、无锡游玩，这
也是夫妻俩最后一次出门旅游。
之后，丈人就出现了各种异常，记
忆力衰减，慢慢还控制不了自己
的身体。接下来，就是无数次去医
院。

7年前的一天，李渊夫妻俩在
上班，丈母娘在家做午饭，等她从

厨房出来，发现原本坐在沙发上
的老伴不见了，就立即打电话给
李渊，李渊匆匆从单位赶到家。

“我很冷静，分析了一下，觉
得丈人应该是去医院了。”李渊
说，因为那段时间丈人几乎每两
三天就要跑一趟医院，对去医院
的路最熟。果然，李渊和丈母娘
在宁波市第一医院门口的公交车

站找到了老人。“这么冷的天，老
爷子蹲在车站里，看着都让人心
疼。”

渐渐地，丈人无法独立行走，
要李渊扶着去医院。最后，李渊
甚至都没办法用自家的车送他去
医院了。“老爷子因为不能控制自
己，没办法坐到车里。很多时候，
我们只能叫救护车。”

心疼 丈人独自出走蹲在公交车站

丈人今年81岁了。5年前
开始，他慢慢失去了自理能力。

在李渊家采访的时候，记者
丝毫没有闻到老人身上有什么味
道。老人衣着整齐干净，在轮椅
上正襟危坐，有时候眼睛还会看
过来。

为了不让老人身上有味道，
每天洗澡成为一个重要程序。“洗
澡很困难，老爷子太重了。”李渊

说，这些年来，丈人的体重不减反
增，现在已有75公斤。

老人每天洗澡的时候，体力
最好的李渊作为主力扶着老人，
妻子帮着扶住另一边，丈母娘为
老人洗澡。“老爷子不会配合我
们，我和妻子就经常使不上力。”
每次洗完澡，李渊就像做了一场
剧烈运动。

洗澡前帮助丈人上厕所同样

艰难。每晚8点，是丈人大便的
时间，“我和妻子扶着，让他坐在
马桶上，丈母娘也需要在旁边搭
把手。”如果不扶住的话，老人就
会侧身倒地。

做这些事情，需要三个人
互相帮助，为此李渊夫妻俩再
没出门旅游。李渊单位的领导
也很照顾他，出差的活就不派给
他了。

照顾 每天合力帮助老人洗澡如厕

“老爷子以前当过兵，有50
多年党龄。他这么骄傲的一个
人，如今变成这样，心里肯定不甘
心，也很伤心。”李渊说，所以他更
要让丈人活得体面。为此，他们
没有听从亲戚朋友让老人去康复
医院或敬老院的建议，“总归是我
们自家人照顾得好。”

在李渊看来，丈人心里其实
还是知道的，只是没法表达出
来。2014年，正好是丈人入党
50年，社区党委书记陈赛花上任
后第一次来看望他，那时老人还
能说话，还“指挥”老伴交党费。

李渊说，丈人在几乎不能行

动后，有三次流过眼泪。第一次，
是在陈赛花再一次上门时，“以前
老爷子是社区的热心人，经常参
加志愿活动。”

第二次是一名多年不见的老
战友上门看望他时，第三次则是一
名很久没联系的亲戚打来电话，听
到电话里的问候声，丈人流泪了。

女婿12年如一日照顾丈人，
让丈母娘很是感动，在和邻居们
聊天的时候，她经常念叨女婿的
好。“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没
有他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办。我没有儿子，我想亲儿子都
不一定能做得这么好。”

妻子对李渊也是既感激又愧
疚。“我家老爷子生病这么多年，
他做得很好。”说着，妻子的眼眶
就湿润了。

“我这样做，只是尽一个子女
的责任和义务。”李渊说，以前他
开过一个超市，都是丈人在帮他
管理，有时还和他一起去进货；儿
子读小学前，都是丈人帮着照
顾。丈人以前身体好的时候，还
会和他抢着背煤气瓶上楼。“做人
不能忘本，以前丈人丈母娘照顾
我们，现在我们要回报他们。”李
渊说。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王江宁

责任 丈母娘说:“亲儿子也未必这么好”

学生家长送锦旗致谢老师：

“如师如母 亦教亦哺”

学生家长送来锦旗。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