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宁县回龙寺镇增桥村依

山傍水，但由于山路弯弯，出

行不便，又没有经济作物，村

民普遍贫穷。但村民们的善

举，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吝啬。

为了让蒋冬姣的生活有保

障，村里决定，每户人家每年

出5 公斤稻谷给老人。

“最开始有极少数人不守

约的，但只要提到肖霞的名字，

什么埋怨的话都没有了。”村

支书肖香彩说，一个孩子能

够做到，大人就更加应该做

到。在肖霞的感染下，照顾蒋

冬姣，成了增桥村村民不成文

的约定。

村民唐叶彩干农活时常要

经过蒋冬姣家门口，每次路

过，总要大声喊上一句：“蒋

奶奶，您还好不？”如果没有

回应，她便进屋，直到看到

老人无恙才离开。

村民冷国娇的菜园紧挨着

蒋冬姣的家，每次去摘蔬菜，

总要给老人送上一份。

2007 年，肖霞以优异的

成绩考上新宁县一中高中部。

开学前一天，肖霞买了蒋冬

姣喜欢吃的蛋糕去看望。临

走，肖霞帮老人洗了澡，还把

父亲奖励她的 200 元钱，塞

给了蒋冬姣。老人年纪大了，

心里却明亮。蒋冬姣拉着肖霞

的衣服，说：“孙女，你是不

是以后不要我了？”

肖霞说：“奶奶，我不会

不管您的，您要好好生活，等

您一百岁了，我还要给您做寿

呢！”读高中后，由于学习紧

张，肖霞每个月只能回增桥村

一次。

“她每次回来，都会给蒋

奶奶 钱，5 元、10 元、20 元

……”肖香彩说，一个学生

娃娃，哪里有钱啊。这些钱，

都是肖霞从父母给她的生活

费中节省下来的。

2010 年，19岁的肖霞，成

了新宁县一中少有的高中生党

蒋冬姣百岁生日当天和村里 60岁以上老人合影。

孝行天下：大学生女兵和远征军人遗孀至亲20年
■一人，邵阳“90后”女孩肖霞20年照顾远征军人遗孀；■一家，当兵3年托打工父亲寄钱三十多次；■一村，她的善举成标杆引发全村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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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留守儿童，照顾

一位抗日远征军人的遗孀，

贯穿了她的童年和少年；初

中、高中和大学，她把生活

费节省下来，留给老人；成

为一名大学生女兵后，她把

服役津贴作为“抵押”，委

托打工的父亲每个月给老人

邮寄 200 元钱，服役三年，

善举坚持了36 个月。

如今，退役刚回到大学

校园的她，又用仅有的津贴

给老人办了一场温馨的百岁

宴。

“照顾奶奶，没有很多理由的，因为她没有亲人，需要人走近她”
“如果你再去看蒋奶奶，请

一定告诉我，我要给她买一盒

蛋糕带过去。”4月18日上午，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大门口，

这是肖霞见到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这名身

材高挑的女大学生，面容清秀，

笔挺而立，和周围略显稚气的

莘莘学子相比，言谈中多了成熟。

1991年出生的肖霞是湖南

商学院北津学院工商管理系工

商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她口里

念叨的“蒋奶奶”，是一位百岁

孤寡老人，叫蒋冬姣。她们没

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在长达近

20 年的时间里，肖霞用无私的

爱，温暖了老人的晚年。

“其实照顾她，没有很多理

由的，因为她没有亲人，需要

人走近她。”肖霞说。

曾经，肖霞是一名典型的

留守儿童。肖霞还不到一岁，

便和两岁半的姐姐肖丽霞被父

母送到外婆家。“在她和姐姐

的成长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时

间，加起来不到两年。”父亲肖

剑锋说，这是他和妻子每次想

起来就愧疚的事。

肖霞和蒋冬姣老人的爱心交

集，是从她留守外婆家时开始的。

外婆家在邵阳市新宁县回

龙寺镇增桥村，蒋冬姣和肖霞

外婆是邻居，其丈夫肖盛林年

轻时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名战士，

曾前往缅甸和日军作战。肖霞

留有深刻印象的是：“老爷爷常

给我们讲他和战友在战场上杀

敌人的故事。”但对于其小时

候照顾老人的细节，肖霞说已

经不记得了。不过，小孩子的

善行，一直清晰地留在增桥村

村民们的记忆中。

“肖霞大概四五岁的时候，

便和姐姐一起，每天给蒋奶奶

抬水。”58 岁的肖香彩是增桥

村党支部书记，那时候，她几

乎每天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

用的地下水是需要用手压才能

够流出来的，姐妹俩力气小，

整个身体悬空在压杆上，完全

用体重才把水压上来。然后小

半桶小半桶，踉踉跄跄地往蒋

奶奶家里抬。”

肖盛林在世时，老两口还

能够去后山上捡点柴禾。但在

肖霞 7 岁那年，肖盛林去世，

就留下蒋冬姣一个人。

“蒋奶奶每天坐在木门槛

上，那时我们觉得她太可怜了。”

肖霞说。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肖霞和姐姐肖丽霞，承担了照

顾蒋冬姣的任务。

肖霞上学要走一个多小时

的山路。每天下午 3 点放学，

其他的孩子一边走一边玩耍往

往要到快天黑才回家，但肖霞

姐妹俩，因为要照顾蒋冬姣，

从不贪玩。上初中后，肖霞读

寄宿，每个星期回外婆家一次。

那时候，肖霞每个星期有了20

元的零花钱。

“她舍不得用，每周放假回

家，都会买些零食送给老人。”

肖霞的舅妈吕小红说。

“其实我们也没有做什么，

奶奶家没有柴的时候，就去帮

她砍柴，没有水的时候就去挑

水，需要打扫卫生的时候，就

去扫扫地。”这点滴善举，贯

穿着肖霞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也感染着每个村民。

A

“我从小在民风淳朴的村里长大，
其实是村里人，教会了我做个好人”B

肖霞服役期间回家探亲看望老人。

（下转 A07 版）

编者按：
这是一个孝心在道德长河

里荡出美丽涟漪的故事——

百善孝为先——孝道，作

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

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基础。

女孩肖霞，她有一颗孝顺之

心，敬父母，爱外婆。

似乎还不够。孟子说：“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这个“90 后”大

学生女兵还跟 100 岁远征军

人遗孀有至亲之情，20 年，

她对她照顾有加，她们不是

亲人却胜似亲人。

道德的力量在于传播，肖

霞的善举先是感染了父母，

再是感染了邻居，然后又感

染了全村。全村都对这位孤

寡老人十分孝顺。

20 年，绝对不是肖霞对

老人行善的时间长度；一村，

肯定也不是人们对老者孝敬

的空间距离。

没错，他们并没干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但他们的举

动却感动得让我们泪流满面。

点点滴滴，如同细水长流；

朴朴实实，似乎春雨无声。

恰是这些点滴而朴实之情之

爱之孝之敬，形成了力

量向上的世道，构建

着我们和谐的社会。

进入新的社会时代，“孝

道”势必被赋予了更多新的

文化和内涵，比如不仅仅让

老人有吃有穿还有人陪着说

话，比如常回家看看……看

吧，这种细小之事，一定是

你我都可以举手为之，哪怕

对方不是我们的至亲。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

告（2014）》 指 出：2020 年，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

2.6 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所以，大孝就是

尊敬、关心身边的每

一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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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湘女

员，考上了湖南商学院。

“随着年龄的增大，蒋奶

奶连烧水热饭都做不了啦。”

想到自己要去长沙读书，看望

老人的机会会越来越少，那个

暑假，肖霞形影不离照顾了蒋

冬姣老人一个多月。临近开学，

肖霞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

活感到兴奋。她心里有一块大

石头没有放下——蒋奶奶的生

活谁来照顾呀？

舅妈吕小红是个善良的

人，看穿了外甥女的心思。

“我对她说，你安心去读

书，蒋奶奶以后我来照顾。”

吕小红当着村支书肖香彩承

诺，她会完成肖霞的心愿，负

责蒋冬姣的起居和一日三餐。

“许多人去庙里烧香拜佛，

我就把老人当做‘佛’来照顾

吧。”吕小红言辞朴实。为了

尽量减少舅妈的负担，肖霞每

个月节约 50 元生活费，两个

月积攒到 100 元，到银行打

给舅妈。舅妈不要，肖霞说：

“舅妈你就圆了我的心愿，不

然我读书安不下心。”

“这些年来，舅妈家里吃

什么，蒋奶奶也吃什么，不容

易。”说起舅妈的付出，肖霞

眼圈红了，“虽然他们夸我善

良，但我从小在民风淳朴的

村里长大，其实是村里的人，

教会了我做个好人。”

百岁生日当天，乡亲前来看
望蒋冬娇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