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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湘女

邵阳版“马大姐”：30 年爱心闲不住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通讯员 李慧兰

带领村民抗旱，给新生婴儿做人工呼吸，冒着严寒，步行
十里给孕妇接生……身患重症尿毒症的她总是忙不停歇，时间
长了，她渐渐被村民笑称为大山里的“马大姐”。对此，她倒
希望“自己一直都闲不住”，因为，“这样会让我忘记疾病，反
倒觉得轻松”。

她叫杨爱莲，是邵阳县黄荆乡田庄村妇代会主任，任职已
经整整 30 年。

重症尿毒症患者，挂着输液管上抗旱“前线”
相比 2013 年，如今年满

六旬的杨爱莲身体早已大不

如前。“不能再像以前那么拼

了，医生说再拼可能把命给丢

了。”

要知道，两年前的杨爱

莲，在面对邵阳县黄荆乡遭

遇 26 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旱

灾时，尽管身患重症尿毒症，

依然日夜奋战在抗旱第一线。

当年的场景，杨爱莲至

今记忆犹新。那年，根据天

气预报 , 田庄村民早在夏天

来临前就开始挖坑蓄水，村

支部也早在 6月就专门做了

防暑抗旱工作部署，并将全

村分为三个片区抗旱。其中，

杨爱莲分管的片区人数最

多，群体也最特殊——“一

共有 600 多村民，占了全村

人数的三分之一，但大部分

是留守妇女、老人和孩童，

壮汉只有 9人。”

为及时救回更多庄稼，那

段时间里，杨爱莲时常将透

析用的透明塑胶管用布条绑

住、固定在肿胀的肚子上，迈

着碎步，行走在村落，组织

村民齐力抗旱。最后，在杨

爱莲挨家挨户的宣传发动下，

村里的女人们也纷纷加入到

架设管道的队伍中。至于老

人和孩童，则主要承担了送

茶水的后勤工作。

有一次，杨爱莲在指挥

架水管时因不慎摔倒，输液

塑胶管掉进了池塘里，药水

不断地从她肚子上涌出，浸

湿了一身，不久就倒地晕厥。

好在村民将她立即送医，经

及时抢救后才幸无大碍。“医

生说再晚半小时，命就没了。”

即便这样，在医院呆了没

几天，心里挂念着旱情的杨

爱莲很快又回到了村里，直

到所有农田的水管都正式铺

架完工并通水后，她才住院

治疗。

但她还没来得急欣喜这

项“救民工程”的建立，很快

就体会到强烈的挫败感：“那

时，已经 50 天没有下过雨了，

村民的生活、灌溉用水都没

了着落。其中，最累、最考

验人的是如何才能把水源守

住。”为防止有人抢夺、浪费

水源，她先是挨家挨户上门

劝导，可在水源极度缺乏的

情况下，这招的效果并不明

显。之后，杨爱莲干脆从家

中搬来椅子，坐在水井附近

监督看护。这一坐，经常就

是一整天。

杨爱莲的坚持不久就有了

成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村

民们开始渐渐守规矩、讲秩

序起来，矛盾也越来越少，

甚至不再为争水源扯皮吵架。

最终，艰难地战胜了这罕见

的旱灾。

“要不是有杨主任，哪有我可爱的孙女”
其实，对如今担任村妇

代会主任已有 30 年的杨爱莲

来说，当年抗旱时经历的困

苦，面临的指责和委屈，都

只是她工作的一个缩影。这

些年来，杨爱莲渐渐习以为

常，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肚子里装不下点苦水，就当

不好村干部。”

少有人知道的是，这种苦

水，包含着她曾多次面临的

威胁。

杨爱莲同时是村里的计

生专干。一天，村里有人生下

一子后再次怀孕，依据当时“头

胎是男孩就不得再生”的生

育政策，杨爱莲不得不上门

劝解对方做人流。对方几经

犹豫后最终同意了，但其丈

夫不同意，连连威胁：“以后

你生的孩子小心点，最好别

走夜路，不然碰上出了意外

别怪我。”

那时，很多接触过计生工

作的好心人都劝杨爱莲别干

了，说：“计生工作是天底下

最难做的工作。”但她却不这

么认为：“只要你用心了，沟

通到位了，大家都理解你了，

工作并不难。既然村民选我

当计生专干，我就应该踏实

认真地做好。”

杨爱莲如是说，也如是

做。甚至，在上世纪 90 年代，

她还专门跑去县城进行三个

月的培训，担任起村里的接

生员。

有次，村民郭德英家怀

孕 7 个月的媳妇开始出现腹

痛，郭德英跑到卫生院问医

生，医生判断可能是早产，

郭德英不相信，但等她回到

家时，媳妇的情况已十分危

急。

郭德英赶忙去请正在 5

公里外接生的杨爱莲，来回

一小时，等她两人赶到家中

时，孩子已自然分娩，却没有

动静。杨爱莲根据经验，判

断孩子是窒息，立马在婴儿

嘴上贴块纱布，对其采取人

工呼吸，进行抢救。半小时后，

孩子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满头大汗的杨爱莲也松了一

口气。

19 年过去了，郭德英逢

人还常说：“要不是有杨主任，

哪有我这可爱的孙女哟！”

而同样危急的接生经历，

杨爱莲不知经历过多少。一

年冬天，已是凌晨 1 点，熟

睡的杨爱莲被一阵急促的敲

门声惊醒。原来，村里有名

产妇难产了。当杨爱莲冒雪

赶到时，小孩已经出来了一只

脚，但脚是绿色的！“要先把

这只脚塞回去。”杨爱莲告诉

记者，几小时后，小孩终于出

生了，但婴儿出现窒息，杨爱

莲顾不得擦去婴儿身上的污

秽，立刻用嘴把婴儿口中的羊

水一口一口吸出来，婴儿得救

了，但杨爱莲却因为吸羊水难

受，吐到泪眼模糊。

“我接生过的小孩，现在

好多已经在外地上大学，有

的已经参加工作了。一想起这

些我就高兴，觉得自己做的

事很有意义。”每每说起这些，

杨爱莲的嘴角总会微微上扬。

患病欠下高额外债，却身藏10余本赊账簿
即使生病，杨爱莲依然

坚持工作。时间长了，她也渐

渐被村民笑称为大山里的“马

大姐”，因为村民也爱看蔡明

主演的电视剧《马大姐》。那

时，为了让妻子在安心工作的

同时，能有时间休息，她丈

夫邓雄华除了打理好自己的

小卖铺和诊所外，还包办了家

里的一切家务。

杨爱莲的病情让原本窘

迫的家境变得越加艰难，她

两年前还是“一日三次透析”

的治疗，现已增加到“四次”，

欠的债大约有 20万元。可即

便这样，在看到其他村民有

困难时，他们仍会毫不犹豫

地施以援手。

一次，村妇蒋梅被查出

患肝腹水，家里贫困潦倒，

杨爱莲从自己家里拿出 4000

元钱，并亲自将蒋梅送到长

沙湘雅医院治疗。9 年前，计

生困难户邓高扬患上尿毒症，

杨爱莲带头捐款，又发动女

婿等捐款，并带着邓高扬儿

子上门入户募捐 3000 多元给

邓高扬做血液透析。

对于村里的公益事业，夫

妇俩同样热心组织。2002 年，

杨爱莲垫资 2 万元，另筹资

2万元，让全村 5 个组村民喝

上自来水；2007 年，杨爱莲

带头捐款 2000 元，拉通本组

及邻组 3 个组与乡道连接的

水泥路。

让人惊奇的是，记者在杨

爱莲家里发现了十多本账本，

这些都是夫妻俩行医、开店

多年来村民们赊的账。记者

翻开一看，最长的账款竟相

隔整整 20 个年头，可夫妻俩

从来没催过村民还款。“大家

都是乡亲，人家不还肯定是

手头不宽裕、有难处，等有

钱了自然就会还的。”

曾经，杨爱莲在村里忙，

丈夫在家里忙，撑过艰苦辛

劳。现在，一儿一女已经长大

成家。杨爱莲说：“如今，村

里好多人都新修了房子，原本，

家里也是有这个打算的，但因

自己生病，只好作罢。不过，

人只要活得开心就好，什么都

比来比去的，活得太累。”

▲杨爱莲正在记录村民购买商品赊欠的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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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重症尿毒症患者，她仍是拼命三郎；她负债累累，别人欠她的也有 10 多本赊账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