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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现代版“愚公”：以残疾之躯在荒山造林百亩

扫一扫，
为“曹姐”
点赞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 除 了
照 顾 树 林，
我还养了几
十头猪、几
十只羊、一
千多只鸡和
一 池 塘 的
鱼，每天的
日子过得可
充 实 了！”
11月12日，
曹明清高兴地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因为种树，
他们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了。

今 年 53 岁 的 曹 明 清
是常德市澧县王家厂镇长
乐村人。十几年前，他一
边“愚公移山”般的进行
植树造林，让荒山恢复绿
色，一边发展养殖产业，
用种植、养殖齐头并进的
模式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
2019 年，曹明清一家被评
为湖南省“最美家庭”。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农民，对土地很有感情。”

曹明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他眼看着因过度开发导

致大片山林被损毁，土地干

旱，农作物减产，农户们的

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他的

心里很不好受：“山里人靠

山吃饭，山上的树都没了，

我们怎么能过上好日子呢？”

所以，曹明清决定在荒

山上规模化植树造林，让山

绿起来。

曹明清幼时曾从高处摔

下，导致左腿残疾，要实现

种树计划远比常人要难得

多。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好

好的，费那么大劲干嘛呢？

但曹明清没有退缩，他把这

个打算告诉了妻子郭菊平，

郭菊平鼓励他坚持自己的想

法。于是，曹明清在妻子的

支持下开始了“愚公移山”

式的种树之路。

曹明清首先想到的是种

些柑橘类的果木。为了选好

苗种，他买了辆便宜的二手

摩托车，把方圆百里跑了个

遍。经过一番努力，十多亩

柑橘很快就栽种下去，顺利

挂了果。但天不遂人愿，一

场柑橘炭疽病不仅导致果树

减产严重，更让人“谈橘色

变”，收获的柑橘也无人问

津。

眼看好不容易到手的收

成只能白白地烂在树上，曹

明清愁白了头。但即使面对

如此窘境，妻子郭菊平也从

未有一句怨言，她只是默默

为曹明清照看好家中老小，

成了丈夫身后强大的支撑。

为摆脱困境，曹明清只

好另寻出路。他看到园林

绿化苗木价格一路攀升，感

觉绿化苗木的春天就要到来

了。2009 年秋天，他先后

去往有“百里花卉苗木走廊”

之称的长沙县跳马乡和有“中

国花木之乡”长沙浏阳柏加

乡，经过一周的市场调研、

技术学习，曹明清决定专攻

园林绿化、苗木种植。

彼时的曹明清手上已经

没有余钱了。他厚着脸皮找

弟弟妹妹借了钱，又向银行

贷了款，终于把绿化苗木栽

了下去，这才有了如今看到

的这一百多亩观赏花木林。

“绿化苗木价值高，行情好，

根本不愁卖。”现在，曹明

清当年的几十万债务已经还

清，每年也有可观的收入。

种树既改善了环境，又挣到

了钱，曹明清的经历验证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那句话——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无私分享，

期待更多年轻人返乡
“今年的非洲猪瘟太严重了，我现在

还忙着给村里的养殖户宣传防疫知识，

帮助他们做消毒工作。”早年间，曹明清

跟父亲学了点牲猪防疫知识，父亲过世

后，全村的牲猪防疫无人“接班”，曹明

清便在创业的同时兼任村里的防疫员。

曹明清说，今年的非洲猪瘟来势汹

汹，他一边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动物防疫

和抗灾知识宣传，一边上门给养殖户消

毒防疫，只收药钱，不收人工费。他回

忆起 2010 年时在国内其他省份爆发猪流

感时的情景，“那段时间，我每天天刚蒙

蒙亮就起来，挨家挨户去防疫，每晚忙

到九十点才回家。”曹明清只花了三天时

间，就完成了全村生猪春季防疫工作。而

妻子郭菊平却因家里的事太多，累倒在了

床上，每当想到这件事，曹明清对妻子

都充满愧疚。

创业初见成效后，有不少人上门来取

经，曹明清总是把自己的经验无私分享

出来，还为来求教的人尽可能提供电力、

水源方面的帮助。“我常跟家里人说，要

多做好事，服务社会。”在他的带领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回乡做种植、

养殖产业，这让曹明清很欣慰。“我们之

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惠互利，在让

荒山变成家园的同时，挣的钱还比外出

打工多，这样村里一定能留住年轻人。”

左腿残疾的他选择“愚公移山”式造林

中国好邻居：她给年轻人“舌尖上的温暖”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供图：受访者

俗 语 道：“ 远 亲 不 如 近
邻 ”， 可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失去
原有的温度。可在娄底冷水
江市税务局家属大院里，却
有这样一个人，她和谐邻里
关系，照顾外地青年，被院
里的男女老少亲切地唤一声

“曹姐”——她就是曹玉兰。
曹玉兰是冷水江市税务

局的一名退休工作人员，曾
受过邻居帮助的她对邻里之
间的互帮互助深有感触，因
此她也不断用自己的力量回
报大家。在她的感染和努力
下，大院里的关系越来越和
谐。2019 年，曹玉兰一家被
评为湖南省“最美家庭”。

“他们在我困难的时候帮

助了我，我要报答她们。”11

月11日，曹玉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和睦邻里、友善

待人”这个习惯不仅来自父母

的言传身教，更是来自邻居曾

经给予她的帮助而产生的报答

之情。

曹玉兰 1959 年出生在黑

龙江，在那里度过了年少岁月，

后来随父母回了娄底老家，又

进入了税务系统工作。1986年，

曹玉兰和丈夫安寿多结婚刚

两年，丈夫就遭遇车祸，医生

诊断说，“再怎么救，也是植

物人，顶多能坚持七八年”。

那时，两人的大女儿还不

到一岁，曹玉兰又怀着小儿子，

日子非常艰难。但她不愿放弃，

决意将丈夫送去北京治疗。

治疗效果是可喜的，“植

物人”丈夫醒了。但由于高位

截瘫，丈夫还是只能躺在床上，

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曹玉兰

的身上。曹玉兰一边继续工作，

还婉拒了单位要换她到轻松岗

“我们大院里有不少从外

地来工作的年轻人。”曹玉兰

特别理解那些孤身在外打拼的

年轻人。想到他们很久没有

尝到过家乡的味道，“我在北

方待过，会做北方菜”，因此，

她经常将这些年轻人聚到一

起，“到我屋里来，你们想吃

什么，我给你们做！”

在女婿汪欢的记忆里，岳

母对待这些年轻人就像家人一

样。逢年过节，她经常把没回

去的年轻人叫到自己家里聚一

聚，“大家就在客厅里热热闹

闹地吃一顿饭。”

女儿安鑫说，母亲家的楼

上住着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

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又患

有严重的风湿病，腿脚不方

便，一到下雨天更是疼痛不

已。曹玉兰一有空，就到楼

上陪老人说说话，用热水袋

给她暖脚，还帮忙买菜做饭、

洗衣服。有一次，老人病了，

而子女无法及时赶回来，曹

玉兰不仅垫付了医药费，还

主动担起照顾的责任。等到

老人的家人赶回来，他们激

动地握着曹玉兰的手说：“曹

姐，你就是我的亲姐！”

此外，曹玉兰还把院里年

轻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接来家

里照顾，给孩子们做饭。“这

样的事情太多了。”安鑫说，

在曹玉兰的言传身教下，小

孙女在外游玩也会力所能及

地帮助别人，就连整个大院

的人都在曹玉兰的感染下更

加和睦温暖了。

丈夫高位截肢，邻居送来温暖 感恩邻里情谊，用美食温暖人心

扫一扫，读曹明清的造林故事

位的安排，一边学着做饭洗

衣，每天为丈夫翻身、穿衣、

漱口、喂饭……护理妥当之

后还要安置两个小孩，随后

再赶去上班。

“每当孩子遇到什么突发

情况，总有邻居把小孩接过

去照看，做饭给他们吃。”曹

玉兰回忆说，周围人的善意

温暖了她，邻居们的帮助她

都记在心里，所以她希望能

将这些善意加倍地传递给更

多的人。

曹玉兰把邻居刘奶奶视作母亲，经常陪她聊天，为她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