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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欧阳霞林 通讯员 刘亮玉

俗语说：“夫妻本是同
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可在湖南娄底，却有一名
男子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
夫妻间既能“同甘”，也能

“共苦”的动人故事。
妻子不幸高位截瘫后，

为 筹 钱， 他 曾 给 人 下 跪、
磕头讨钱；为赚钱，他白
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家后
再干农活和家务；为省钱，
他 自 己 进 货 买 药， 并 从
2003 年学会了给妻子打针
输液……

当 年， 医 生 曾 预 言，
她活不过 3 年，可她却多
活了 11 年。之所以能够创
造这样一个奇迹，只因她
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近日，娄底市娄星区
茶园镇农群村的乡亲们向
今日女报 / 凤网特约记者讲
述了这对平凡夫妻的不平
凡故事。

“世界上最好的男人”让她生命再续11年

继子成为植物人
2009 年 4 月，丧偶多年带着

一个孩子的张铁雄经人介绍结识
了家住矿区附近的何爱东。何爱
东元配去世多年，儿子何海斌 14
岁，初中毕业后为减轻父亲的负
担，已经外出打工。张铁雄回忆，
那时的何海斌很乖巧懂事，一口
一个“阿姨”亲热地叫着。他不
仅嘴甜，而且还嘘寒问暖非常贴
心。

2011 年 7 月的一天，在岳阳
务工的何海斌，外出时被一辆农
用车撞倒，导致头部重伤，变成
了植物人。车祸肇事者赔付了五
六万元之后，就再无赔偿能力了。
2011 年年底，何爱东夫妇只好将
何海斌接回了家。

为了帮助何爱东一家，矿里
给他们专门腾出了一套住房，并
安排张铁雄到矿班中餐食堂工作。
刚回到家的何海斌，吃喝拉撒全
依靠人照料。张铁雄的娘家人纷

纷过来劝她，别管这个闲事。何
爱东回忆，当时张铁雄平静又坚
决地说，我们现在是一家人，我
不能离开他们。

每天一大早，张铁雄第一件
事，就是给何海斌端屎端尿、擦
洗身体，还有喂食喂药、换洗衣物。
刚回家时，何海斌进食都是鼻饲，
用注射器手推流食。他的膳食要
求 清 淡 有 营 养， 又 要 熬 成 浓 汁，
试了温度后再装瓶导进胃管，缓
慢地把食物推进去。喂完后必须
冲洗胃管、洗净注射器，还要观
察他是否有不良反应。一次只能
注射 200-300ml，每天要喂 4 次。
这种喂食方法既繁琐且费时，但
张铁雄没有嫌麻烦，每次都是一
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喂，生怕烫
着或噎着他，喂药时也是一样。

何海斌长期卧床不起，为防
他生褥疮，张铁雄定时给他翻身
按摩，到了深夜还要给他翻身好
几次。因为大小便失禁，一不留

神他就会弄得身上和床上又脏又
臭，张铁雄马上给他更换衣服被
褥，清洗干净。即使有这样一个
瘫痪病人，可家中依然收拾得整
齐洁净。

  母爱创造奇迹
家中有了张铁雄这样的“贤

内助”，何爱东没有了后顾之忧，
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员工”。在
她的精心护理下，何海斌也日渐
好转，慢慢地有了知觉。

才有了点知觉的何海斌没有
自控意识，反而变得更加难以照
顾。有时在喂他吃饭时，他会突
然挥手打掉饭碗，冲着眼前的张
铁雄就是重重几拳。张铁雄没有
生气，她忍痛清扫完散落的碎碗
及 饭 菜， 重 新 端 上 饭 继 续 再 喂。
有时在背他起床的时候，他会冷
不防地咬得张铁雄肩头青一块紫
一块的，十天半月都不见好。

即使是这样，她也毫无怨言。

张铁雄对何海斌，就像抚育自已
刚出生的孩子一样，教他呀呀学
语、扶着他蹒跚学步。何海斌从
无法发声到一个字、两个字地开
口说话，从无法动弹到一步、两
步地迈腿走路，一天一天地在恢
复。而何海斌发出的第一声“妈
妈”，更是让张铁雄激动落泪。

如今，何海斌在妈妈的陪伴
下，每天都可以出门走走，虽然
口齿不是很清楚，但他很喜欢跟
大家说说话、聊聊天，大家也乐
意和他交流。当有人问他，妈妈
对他这么好，将来要怎么报答她
时，他总会说：将来要给妈妈买
好吃的，好看的衣服，还要买金
戒指、金耳环……也许，在他还
懵懂幼稚的意识里，认为这就是
最好的报答。每当这时，张铁雄
就会欣慰地笑着说：“只要斌斌能
好起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就
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编者按：12 月 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一些人生来残疾，还有一些人却是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了残疾人，但因为
有亲人的不离不弃，他们能够乐观地面对不幸，坚强地生活下去。

继母三年唤醒植物人儿子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通讯员 王萍利

每个天色宜人的日子
里，在冷水江市金竹山公
司土朱煤矿的老家属区内，
46 岁的女子张铁雄就会吃
力地搀扶着 19 岁的儿子何
海斌出门。儿子比她高半
个头，可是腿脚却显得很
僵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深一脚浅一脚的。张铁雄
小心翼翼地扶着他，嘴里
还不停地轻声说着：慢点，
一步一步来，要小心……
看到这一幕，你可能觉得
这是一对亲母子。不过土
朱 矿 的 街 坊 四 邻 都 知 道，
张铁雄能听到何海斌叫她
这声“妈”，实在不容易。

妻子高位截瘫，
他给人下跪讨钱

14 年前的那个晚稻收割季节
是现年 50 岁的刘快意难以忘记的
过往。

刘快意和现年 48 岁的妻子刘
雪红都是娄底市娄星区茶园镇农
群村江树组人。上世纪 80 年代末，
青梅竹马的两人相恋并结为伉俪。
容貌姣好的刘雪红性格活泼开朗，
婚后夫妻恩爱有加，1988 年生下
儿子。

2000 年 10 月，一场意外降临
了。

当时，正值农忙季节。一天
中午，刘快意正在田里抢收稻谷，
在家的刘雪红拿起农具，走上才
建了一层的平面屋顶翻晒稻谷。
就在她认真翻弄着谷子时，一不
小心一脚踩空，从屋顶仰头摔下。

刘快意听到邻居的呼叫声后，
赶紧丢下手头活计跑回家中。他
一边将妻子抱回家中，一边打电
话呼叫车子，将妻子送入了娄底
市中心医院。

诊断结果一出来，刘快意顿
时懵了：妻子颈椎第五、六根骨
骨折，更为严重的是，其骨折处
神经膜受损严重，致使其高位截
瘫。

因妻子每天花费的医疗费用
较为巨大，刘家很快花光了所有
积 蓄， 刘 快 意 不 得 不 四 处 借 钱。
到再也无处可借时，刘快意不得
不到处给人下跪讨钱。

批发药物自己动手打针，
“药瓶可以装满一大车了”

住院一年多后，刘雪红的病
情较为稳定了。刘快意也无钱供
妻子住院，只得将她背回家里。

刘雪红自颈部以下完全失去
了知觉，只能躺在床上度日，每
天的吃喝拉撒也只能在床上完成。
刘快意细心地、尽职尽责地照料
着妻子，从无怨言。

刘雪红住院期间，共花去医
药费 3 万多元，这其中的大部分
钱是借来的，小部分是好心人捐
助的。在现在看来，3 万元钱并不
是个太大的数字。而那时，一天
的工钱才 15 元，3 万元足以在农
村盖上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

而且，刘雪红在家依然需要
打针吃药。她前几年每天都要输
液，到后来是隔一天输一次，每
次都要几十元，这钱就得靠刘快
意去挣。

为了省钱，刘快意给妻子治
病的很多药都是他自己骑着摩托
车去娄底批发来的，比如头孢安
定，医院一包收费 3 元，他自己
进货只要 0.8 元。请医生请不起，
从 2003 年开始，他就开始自己学
会了给妻子打针输液。后来，因
为 刘 雪 红 身 体 严 重 变 形、 萎 缩，
任何医生找不到她血管，也不敢
给她打针，也只有刘快意和儿子
能做这件事。有村民告诉记者：

“这几年，刘雪红用的导尿管和输
液管及药瓶，你就是用卡车来装，
也足可以装满一大车了。”

因 为 刘 快 意 对 她 护 理 得 好，
2007 年刘雪红去娄底市中心医院
复查时，该院脊椎科医生邓久生
非常吃惊：“这简直是一个不敢相
信的奇迹。”邓久生介绍，像刘雪
红这种病人，通常都会因感染而
在一两年后去世，活得最久的也
就 3 年左右。

他白天打工，
晚上戴着矿灯干农活  

为了还债，为了给妻子筹钱
买药，刘快意不得不想办法去赚
钱。

可 妻 子 身 边 也 不 能 少 了 人。
刘快意决定白天出去找工挣钱，
到了中午和晚上，就赶回来做饭，
而晚上回到家后就做自己家的农
活，并照顾妻子。

好在岳母就是本组人，在刘

快意外出打工时，她帮着照顾刘
雪红。

刘快意白天出去找工赚钱；
雨天和晚上，他就头上戴着矿灯
做农活。有天晚上凌晨了，一个
邻居外出回来见他还在地里干活，
夺下他的锄头扔了。刘快意说：“我
不这么干哪行啊，妻子输液的钱
从哪来？”那个邻居听后都哭了。

刘快意喂了 4 头母猪。猪产
仔了，欠了人家的钱，就拿猪崽还。
2008 年，他一个人花两个多月晚
上的工夫，盖了 4 间猪栏，水泥
砖都是他晚上做的。最多时，他
喂了二十多头猪。

刘快意每晚每隔一小时就要
起来给妻子翻身子。妻子有时拉
肚子，把床上搞得一团糟，但刘
快意耐得烦，总是细心地帮她清
洗。十多年里，刘雪红不能自己
排大便，每次都是刘快意用手帮
她抠出来。

每天晚上，刘快意都要 12 点
后才能睡觉。每天早上，最迟 5
点前就起床了。“他自己这么辛苦，
却没钱买肉。有时，给我称回来
两 块 钱 肉， 他 都 是 煮 了 给 我 吃，
自己则用白开水淋饭吃。” 刘雪红
生前曾对记者说，“而我因为自己
身体不好，脾气就容易暴躁，有
时莫名其妙地就对他发火、骂他，
他却总是陪着笑脸。”说起丈夫这
些年来的艰辛和点点滴滴的好处，
刘雪红眼含热泪。她说：“他是世
界上最好的男人。”

有苦也不对人说
刘快意的所作所为，村民们

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
近日，陪同采访的农群村妇

代会主任刘爱兰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特约记者：“这样的男人确实了
不起，他不仅对妻子好，邻居要
有 什 么 事 叫 他， 他 也 从 不 推 辞，
义务帮人做事。我还问过他，为
什么 2000 年给妻子治病时，为了
筹钱他还给人下跪，而现在别人

数工钱给他，这是他应得的，他
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时是没办
法，想治好妻子。现在通过自己
勤劳，能过得下去，帮邻居做事，
乡里乡亲的，怎么能收钱？’”

到如今，刘快意靠毅力一次
次战胜困难，不仅延长了妻子的
生命，还把原只有一层楼的房子
加盖了一层。

六十多岁的村民刘金连说：
“我到外地去跟人说起刘快意的

事，哪个都说这不简单，哪个都
有点不相信。”

 两年前，刘快意的儿子结婚
了，娶的是一个外省的姑娘。在
村里人看来，家里有个这样的婆
婆，一般的女孩子是不会接受的。
邻居们都说，除了这个姑娘心地
好，刘快意这个公爹也给他儿子
加了形象分。

带 着 刘 雪 红 和 村 民 的 称 赞，
记者在娄底市万宝新区的沪昆高
铁娄底南站工地上见到了刘快意。
可第一眼看去，这个被乡邻们称
为了不起的男子，身材中等偏矮，
脸上皱纹纵横，头上也有不少白
发了。

面对记者的采访，他面带笑
容， 神 情 羞 涩。 他 说，14 年 来，
确实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自己也
感觉很苦，很累！“但这能给谁
去 说？ 有 话 也 只 能 往 心 里 面 咽。
事实上，上天也没有给我多少时
间多想这样的问题。”

问 及 曾 经 有 没 有 想 过 放 弃，
这个朴实的汉子十分坚定地回答：

“这是我的妻子，怎么能够放弃！
我从来就没往这方面想过。”在他
看 来， 白 头 到 老 不 是 随 便 说 说，
而是一辈子的承诺。

前些日子，刘雪红带着对丈
夫的不舍离去了。但村民们告诉
记者，刘雪红是含笑而去的，她
曾经说过“没有他，也早就没有
我了”。而且，刘雪红此前已经签
了 协 议， 把 遗 体 捐 献 给 医 学 会，
希望为丈夫减轻一点负担。

刘快意每天都要帮妻子擦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