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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木虎生性内向，一辈子
总是干得多说得少。张新妞则
是个“直肠子”，有话就说，但
从来不往心里去。老两口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人和善、
心胸豁达。“无论干啥事，他们
总是先替别人着想，总教导我
们‘吃亏是福’，遇事了千万别
跟人家斤斤计较。”平长松说，
正是因为得了二老的“真传”，
平家的家风一直都很好，后人
从来没在外面招惹过是非。

有一件事，圈刘村党支部
书记刘建喜一直在跟人念叨。
刚搞责任田承包那阵子，村里
分包责任田，有一块地，因地
势低洼，一到夏季就容易遭水
淹，村里人都不想要。没别的
办法，村干部只好让大家抓阄。
谁都没有想到，抓来抓去的，
竟让一位身有残疾的村民抓到
了。他妻子不愿意，硬说村里

故意下套在坑他家。就在村干
部不知怎么办之际，平木虎竟
主动提出来，要拿他家的地跟
那家对换。这一来，问题是解
决了，可村干部心里却总感到
过意不去。“不管咋说，总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好人吃亏吧。”

后来，村上向上面争取了
一些资金，村民们再出些义务
工，专门修了一条小小的排灌
渠，才算让事情有了一个比较
理想的结果。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平木
虎的大闺女平品家建房，因宅
基地问题跟西边的邻居闹起了
矛盾，就哭着跑回娘家，想叫
三个兄弟带着侄子们去为她“撑
腰”。平木虎知道后，没让儿
孙们去，而是只身一人跑了过
去。到大女儿家宅基地转了几
圈之后，他给大女婿出了个主
意，让他主动将西屋山墙往东

挪 2 尺。原本寸土不让的邻居，
本以为老爷子是来兴师问罪的，
没想到他竟如此大度，感到心
里有愧，就红着脸找上门来，
主动表示“再协商协商”。结果，
平品家的房子不仅如期动了工，
两家老邻居也和好如初。

在平家二儿子平松振眼
里，老爸老妈的最大优点，就
是“心深，能装事”。“有时候、
有些事儿，俺们都觉得有必要
找人家理论理论，他们倒好，
哈哈一笑，就算是过去了……”

正因如此，别看老爷子一
辈子连生产队长都没当过，在
村里的威信却一直很高，人缘
也特别好。“直到现在，左邻右
舍的有了啥矛盾，还要找他去
评评理儿、论个是非公道。”

心里没疙瘩、不纠结，在
平松振看来，这也是二老得以
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

中国最老夫妻的长寿秘诀
男109岁，女108岁——

文 / 刘郎  图 / 大河

他 109 岁，她 108 岁，两人年龄相加达到 217 岁。
他们是当今中国年龄排名第一的百岁夫妻。他是文
盲，她也大字不识一个，他们是一对土里刨食的农
民夫妻。

“一辈子都没想过如何延年益寿，可活着活着就
到了 100 多岁。”老人说。但有人研究过他们为人
处世的特点，结果发现，一生勤劳、心胸豁达、生
活规律、家庭和睦，就是他们的“长寿秘诀”……

平家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老人一辈子都很恩爱。”平松

振说，四五年前，母亲走路开始不
稳，为了防止摔跤，现在不得不用
凳子作为支撑。由于担心老伴的身
体，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劝母亲
多吃点，还不停地往她碗里夹菜。

因为父母的表率作用，晚辈们
对老人也特别孝顺。几个子女都欢
迎老两口到自家住，往往是住腻了
再换一家。做饭前，晚辈会先让老
两口“点菜”，老人想吃啥就做啥。
此外，还会照顾老人的胃口，把饭
菜做得十分软烂，利于消化。父母
到长子平长松家住时，由于儿子身
体不好，儿媳更多地承担起照顾老
人的重任。“儿媳给俺爹俺娘洗脚、
洗头、剪指甲，一句怨言也没有。”

采访尾声，记者走进老两口居
住的卧室，10 平米的小屋看上去特
别古朴。淡蓝色的床单洗得薄薄的，
透着干净。白墙上贴着几幅图，特
别醒目。仔细一看，原来是“拼音
教学挂表”和“幼儿基础知识挂图”，
最上面贴着一张泛黄的奖状。

平松振指着墙上的奖状，自豪
地说：“这是俺孙子平超权得的奖
状，俺爹俺娘看了就高兴，睡觉前
起床后总会盯着看。虽然不认识上
面的字，却觉得曾孙特别争气，感
觉特别光荣。奖状下面贴着的知识
图，是俺孙子教老两口认字、学拼
音的道具。孩子讲得认真，老人学
得更认真，看上去特别乐呵。”站
在一边的平长松告诉记者，老两口
没上过学，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吃了不少苦，就盼着有一天自己的
儿孙们能学得知识，长了出息。

平长松和平松振都过了花甲之
年，按岁数，本该接受晚辈们的照
顾了，而父母在上，作为子女，他
们又必须承担起尽孝的义务。记者
问兄弟俩：“你们觉得累吗？”平长
松回答：“直到现在，父母还会时常
关心我们。作为儿子，我会更体贴
老人，好好伺候。作为长辈，我会
尽自己所能，关心下一代。”

据了解，我国百岁以上老人共
有 5200 余位，其中百岁夫妻有40
余对，而平木虎和张新妞夫妇是合
起来年龄最长的夫妻。

中国老年学学会副秘书长王峰
表示，连续几届的百岁老人调查发
现，长寿老人普遍具有心态平和、
生活规律、终身劳作或运动、家庭
和谐、居住地生态环境良好等共同
特征，这是值得所有老年人借鉴的

“长寿秘诀”。

（本文严禁转载、上网、摘编）

宾客登门　慰问百岁农民夫妻
2014 年7月25日下午5时，

中国老年学学会、河南省民政
厅有关人员，又一次走进河南
省禹州市范坡镇圈刘村，看望

“中国第一长寿夫妻”平木虎和
张新妞。

平木虎老人的家，位于一
条小巷的尽头，葡萄藤掩映的
院落，满地浓荫。获悉各级领

导要来看望自己，平木虎一手
拄着拐杖，一手扶着老伴，早
早地站在葡萄架下，喜迎远道
而来的客人。一番问候之后，
中国老年学学会副秘书长王峰
将一个装有 3000 元慰问金的
红包塞给平木虎，同时送上的 ,
还有两部红色老年手机。“谢
谢领导！有了这玩意儿，俺老

两口就能跟在外打工的孩儿们
说话了！”平木虎说着，从大儿
子平长松手里接过一包香烟，
要为每位客人都点上一支。“谢
谢老爷子！我们都不抽烟，我
们也想像您跟奶奶一样，将来
也做个百岁老人！”王峰的话，
引得平木虎一阵大笑：“能 ,肯
定能……”

2 一生勤劳　身子骨一直很硬朗
平木虎，出生于1905 年 12

月14日；张新妞，出生于1906
年 9月1日。在 2013 年全国老
龄委组织的第四届全国十大百
岁夫妻评选活动中，他们以年
龄总和 215 周岁位列榜首，是
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长寿夫
妻”。他们都没上过学，一辈
子都在跟犁耙锄头打交道，是
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旧社会，结婚早，我 17
岁就成了家。老伴小我 1 岁，
刚进门时，才 16 岁。”平木虎
老人回忆说，结婚第二年，就
跟父母分了家，刚刚18 岁，他
就成了当家人。

那时候，家里没地，只能
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又一年，
我总是从正月初四就开始忙活，
一直要忙到腊月二十八，成天
累死累活地干，却只能勉强填
饱肚皮。”平木虎说，年轻时他
个子很高，身体一直都非常结
实。“一天下来，不管有多累，

只要睡上一觉，爬起来浑身照
样有使不完的力气。”解放后，
不管是农业社、生产队，还是
后来责任田承包到户，他干活
从来都不惜力。“有活就干，不
挑轻重；有饭就吃，不挑稠稀；
有觉就睡，不挑床铺。”他说，
这应是他身子骨一直都很硬朗
的原因之一。

“相比俺爸，俺妈这辈子吃
的苦更多。”平家 74 岁的长子
平长松说，他们小的时候，妈
妈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纺
线织布。“那时候，俺们都睡
下了，俺妈还在忙活，第二天
早上一睁眼，她还在忙活，就
看她一年到头从来都不睡觉一
样……”好不容易才熬到晚年，
儿女们都成了家，日子渐渐好
了，儿孙们都劝二老别再干农
活，好好地享上几年清福。“我
就跟他们说，心意俺俩领了，
但不叫下地干活，那可不中！”
平木虎说，人就跟机器一样，

就是要经常动动，长期不动，
就会生锈。正因为如此，在百
岁生日之前，他坚持每天都要
到地里去走走看看，农忙时还
要帮把手。

“老头子真正告别农活，是
他 100 岁生日之后的事儿。”平
长松说，老人百岁生日那天，
孙子和曾孙辈一齐“抗议”说，
老人要是再下地干活，就等于
在说后人们不孝，二老这才不
得不放下锄头和镰刀。

可是，不让下地了，他们就
在屋后开个小菜园，点瓜种豆，
直到现在，一天都没闲过。

平长松总结说 ：“就是因为
一辈子都不愿闲着，他们的身
子骨一直都很硬朗。我活到 74
岁，没见他们去过医院，偶尔
头疼脑热，顶多吃包药、捂上
被子躺一会儿，一出汗, 就好。
直到现在，他们血压、血糖和
血脂都不高，除了耳朵有些背
之外，没有任何毛病。”

3 心胸豁达　在村里人缘特别好

4 家庭和睦　
夫妻一辈子恩爱

文 / 特约记者  丁瑜

通过努力，今年高考，
汨罗 17 岁男生简求坤以文
科 565 分（超过一本线 3 分）
的成绩被南华大学录取。短
暂的喜悦过后，一家人却陷
入了深深的苦恼中，每年近
万元的学杂费对这个一贫如
洗的家来说，无疑是个大难
题。

父母均残疾  靠低保生活
“我爸爸因先天性行动不

便，身材矮小，丧失了劳动能力，
妈妈双目失明。”说到自己的家
庭，简求坤没有丝毫的扭捏。

他告诉记者，父母为了供
他读书，吃过很多苦头。“爸妈
都是残疾人，犁田播种、砌墙
卸货等重体力活，他们都不能
做。”简求坤说，前几年为了生
计，父亲咬牙开了一间豆腐作坊。

“爸爸每天早上 6点挑着担子去
菜市场卖豆腐，中午回家吃饭，
下午选豆，浸泡，煮沸成浆，
然后炸豆腐、磨豆腐，一直忙
到晚上 9点多。”父亲简建科辛
苦劳作，一个月收入才 1000 多
元，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基本
生活。尽管生活很拮据，但父
母并没有放弃对简求坤的严格
要求。2011 年 9月，简求坤以
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汨罗市
一中，今年高考，又以 565 分的
成绩考入南华大学电子商务专
业。

学杂费至今无着落
除了学习成绩优异，简求

坤也很懂事。洗菜拖地，插秧
除草，打农药施肥，简求坤基
本上的农活都干过。

“大学里我会勤工俭学，做
家教，减轻家里负担，”简求坤
告诉记者，9月5日学校就要开
学了，专业学费加上住宿费书本
费等等费用，总共得准备 8000
多元，现在完全没着落，他和
父母都有点着急。

简求坤现在每天在家给父
亲的豆腐作坊打下手，“爸爸行
动不便，我就帮他拿东西，打
豆子，卖豆腐”。简求坤表示，
现在自己最担心的就是学杂费
问题了。“学校发给我助学贷款
的资料，上面说 8月20 日至 9
月20日是申请贷款的阶段，而
贷款下来的时间还不确定，贷
款的金额最高一年才 6000 元。”
简求坤说，自己 9月5日就要前
往学校报名，所以第一年的学
费想要借助助学贷款基本上没
有希望。

“爸爸妈妈以前说想要开
一家乡村小卖店，大学毕业后，
我一定会帮他们完成这个愿
望。”简求坤想要帮父母完成梦
想，可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首要
问题是如何筹得 8000 多元的学
杂费。

如果你想帮这个坚强乐观
的农家少年，请拨打本报热线
0731-82333623。

贫困少年
卖豆腐筹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