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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我母亲是为了照顾出车祸

的父亲，才提前办理 退休手续

的。”1 月 23 日，家住湘潭市雨

湖区的谭柳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去云南游玩，去非洲
探亲，参加社区义务劳动
和宣传活动……你或许难
以 想 象， 这 竟 然 是 10 多
年前曾被医生认为会成为

“植物人”的湘潭男子谭震
南的多彩生活。

现在，他正在非洲肯
尼亚游玩，将与在那里工
作 的 女 儿 一 家 共 度 2019
年春节。

而帮他实现这些梦想
的，是他的妻子王桂莲。

谭 震 南 一 家 的 感 情
和付出感染了身边的人，
2018 年，谭震南家庭被评
为全国“最美家庭”。

结婚 35 年来，谭震南和王

桂莲养育了两个孩子。在谭柳

的印象里，父母从来没有红过

脸。在夫妻俩的影响下，他们

的两个孩子性格也十分温和。

看到母亲照料父亲的辛苦，谭

柳特意买了一台按摩椅，“这样

不仅我爸按摩的时候可以用，

减轻我妈的工作量，而且我妈

累的时候也可以舒缓一下”。

随着谭震南身体状况好转，

夫妻俩甚至开始在社区发挥余

热。“今年年初，湘潭下了一场

大雪，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

白天和我爸一起到社区帮忙扫

雪 去 了。” 谭 柳 告 诉 今 日 女 报

相濡以沫，感动一双儿女

提前退休，照顾受伤丈夫

真爱！她助重伤丈夫“行走世界”
文 :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供图：受访者

扫一扫，为“站”起来
的最美家庭加油

1月13日，临上飞机前，儿子为
父母拍下一张合影。

真心！她与贫困村民“利益共享”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供图：受访者

“我愿意！”“我也愿意！”1 月 23 日，
在永州市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高岱源村，6

名刚在外打工回村的妇女纷
纷表态。

当天，该村的“女能人”
邓文娥正在为自己打造的竹
鼠养殖合作社开招聘会，还
贴心地为回乡参加招聘会的
村民提供回家车费。有村民
表示，之所以愿意回乡加盟，

就是因为信任邓文娥——此前，邓文娥跟贫
困户签订“利益共享协议”，一心一意帮助大
家脱贫致富。因为这些无私付出，邓文娥一
家获评 2018 年全国“最美家庭”。

扫一扫，为脱贫攻
坚女带头人点赞

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高岱

源村，坐落在大山深处，距县

城 40 多公里，属于偏远山村，

也曾是贫困村。现年 51 岁的村

主任邓文娥，在当地算得上是

个“名人”，因为她是全村勤劳

致富的带头人，也是全村脱贫

攻坚的领路人。当地妇联干部

曾用 12 个字描述她，那就是“修

身齐家、俭而不吝、有位有为”。

邓文娥本是郴州市桂阳县

人，刚嫁到新田县时，夫家家

徒四壁。艰苦岁月里，夫妻两

人看到很多人外出打工，村里

土地荒芜，便租赁他人山场种

树栽杉。“现在山中幼林到成材

林有 600 亩，其中杉木 13 万多

株。”邓文娥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

靠种树富起来后，邓文娥

建起了新房，但仍保持竹头木

屑捡拾伶俐、残羹剩菜从不浪

费的习惯。

她虽然节俭，但救难救急

从不吝啬，最令人敬佩的是她

收留村民马依强的事。

现年 33 岁的马依强早年丧

父，母亲外嫁，兄弟三人无人

照顾。成年后，马依强的大哥

因有智力障碍，被安排进当地

精神病院治疗；他的二哥变卖

了家中的房屋、山场，远走他乡。

马依强也在外流浪。

2015 年，马依强在广东被相

关部门收留，最终被送回村里。

马依强回来时，一无住所，

二无米粒，三无炊具。邓文娥

便筹措钱款，组织党员干部为

其盖了简易住房，买了餐具油

米，添了衣被，以安其身。然

而，马依强生活起居仍不能自

理，有一次竟然放火把房子烧

了，人也不见了。邓文娥和村

民四处寻找，最后在县城的西

门桥桥洞中发现了他。

邓文娥将马依强接回村后，

安排他在自己家里住，共进一日

三餐，安排人照看，视其为一家人。

者谈起父亲的遭遇时，已经没有

了当时的惊慌失措。

谭柳的父亲谭震南和母亲王

桂莲都出生于 1951 年。2004 年，

时任湘潭市雨湖区建筑公司工程

师的谭震南，在工作途中被一辆

失控的小轿车撞飞十多米远，“当

时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都认为我

父亲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谭震南在医院被诊断出脑部

有积血，手部、腿部多处骨折，

进了脑科重症监护室，一个星期

后才被送到普通病房。

谭震南出车祸后，医院多次

下达病危 通知书，并且告诉家

属，“就算治好也很有可能是植

物人”。此时，王桂莲已从刚听

闻丈夫出车祸时的崩溃中恢复理

智。为了更好地照顾丈夫，当时

在湘潭县石潭镇完全小学担任老

师和工会主席的王桂莲办理了提

前退休手续，离开了工作 20 余

年的岗位。

“我爸爸体型比较壮实，比

我妈要重近 70 斤。”谭柳介绍，

父亲躺在床上的时候，吃喝拉

撒都要母亲照顾，母亲还要帮

父亲翻身，以免感染。在王桂

莲 11 年 的 坚 持 下，2015 年 下

半年，谭震南开始摆脱轮椅和

拐杖，如今已可以自己慢慢在

平坦的路上行走。

/ 凤网记者，因为工作原因，

他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

他经常听母亲说，他们时不

时会去社区帮忙。

1 月 13 日， 谭 柳 将 父 母

送到广州市白云机场，看着

两人互相搀扶着走入候机厅。

“这是我父母第二次去肯尼亚

过年。”谭柳告诉记者，姐姐

谭静一家住在肯尼亚，父母

将会在肯尼亚待一个月。虽

然每隔两年谭静一家就会回

国过年，但谭静也希望父母

能够多看看这个世界，弥补

他们那么多年无法远行的时

光。

除了救难救急，邓文娥更

是想方设法，带领村民一起脱

贫致富。

2003 年，邓文娥开始担任

村妇女主任兼计生专干，2014

年接任村支书。“要想富，先修

路。”面对接手时修建进村公路

遇到的矛盾，她多方协调，想办

法筹资，终于在年底将公路修

成。在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扶持下，

村里还有了路灯和自来水。

接着，邓文娥在村里组织

成立了山野菜合作社，自筹资

金建厂房、购设备，年加工鲜

笋、 野 菜 5.8 万 斤， 年 纯 利 3

万余元，安排本村 20 余名贫

困人口就业，每年增加贫困户

收入近 10 万元。富硒竹笋和

野菜一上市，便深受广大消费

者欢迎。

2017 年 初，利用马家自然

村山区丰富的楠竹 资源优势，

邓文娥自费外出学习特种养殖

技术，投资 30 余万元发展竹鼠

养殖，成立了辉娟合作社，带

动 30 户贫困户参与。为了增强

贫困户的信心，她与贫困农户

签订了利益共享协议。

“协议有 10 多条内容，中

心思想就是增进贫困户收入，

让他们放心。” 邓文娥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比如协议

规 定， 如 果 贫 困 户 来 参 加 养

殖， 则 免 费 培 训， 免 费 提 供

竹 鼠 苗； 如 果 来 打 工， 则 包

吃包住，月工资在 2000 元左

右；优先收购贫困户的竹笋、

萝卜、玉米、花生、黄豆等。

“我以前做野菜生意时，认识

了 很 多 酒 店 和 饭 店 的 人， 现

在 他 们 都 主 动 找 我 购 买， 不

用 担 心 竹 鼠、 野 菜 和 农 产 品

的销路。” 邓文娥说。

在邓文娥和驻村扶贫工作

队的努力下，到 2017 年，高岱

源村全村 87 户 374 个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现在只有一户因为患鼻咽

癌返贫，我也正在帮他。” 1 月

23 日，邓文娥介绍，她正通过

免费培训和免费提 供竹鼠苗，

帮助这个家庭增加收入。

邓文娥的努力，群众看在

眼里。当她开招聘会时，6 名

返乡妇女愿意相信她，加入进

来。“既能照顾家庭，又能赚一

份不低的工资，当然愿意回来

了。”其中一名唐姓返乡妇女如

是说。

邓文娥的所作所为，也得

到了社会的肯定。她自豪地说：

“我家荣誉证书有 20 多本。”她

和她的家庭，获得了从乡到全

国的各级荣誉。她本人先后荣

获新田县“三八红旗手”、“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2018 年，

邓文娥家庭先后被评为湖南省

“最美家庭”和全国“最美家庭”。

签订协议，与贫困村民利益共享

救难救急，收留无家可归村民

邓文娥（右一）到村民家里了解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