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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光让我吃剩饭感动了我

张氏三姐妹中，年纪最

大的是一身书卷气的“大姐”

张宝兰，今年 70 岁。一问才

知道，张宝兰退休前是新华

书店的管理员，闲暇时间最

爱看书看报，这个习惯一直

保持到现在。说起自己的家

风，张宝兰告诉记者：“我们

的家风很简单，就是勤俭持

家孝敬老人，之所以定这个

家风，也是因为我的婆婆。”

原来张宝兰的老伴是家里的

独子，张宝兰的公公去世得

早，婆婆一直跟着他们生活，

在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婆

媳关系非常融洽，从未红过

脸。他们家庭先后被评为

“五好家庭”、“模范家庭”，这

对婆媳还作为嘉宾被市妇联

邀请，讲述婆媳相处之道。

据张宝兰介绍，自己有3
个孩子，基本上都是婆婆带

大的。1968 年，也是张宝兰

和丈夫结婚第二年，他们的

儿子出生了，第二年女儿也

降临人间。因为处于文革特

殊时期，张宝兰和丈夫工作

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

子。张宝兰的婆婆不仅把所

有家务事都揽到自己身上，

为了让儿子儿媳安心工作，

婆婆又担起照看两个孩子的

重任。张宝兰的婆婆给两个

小孙子改装了一辆双人婴儿

车，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家

务，总是能让儿子儿媳回家

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这让张

宝兰十分感动，常听丈夫提

起母亲的不容易，善良孝顺

的她也对婆婆更加敬重了。

“那时候都是婆婆一个人撑

起家，她把孩子收拾得漂漂

亮亮的，把家里收拾得干干

净净。夏天的时候，婆婆还

会提前把粥盛出来晾凉，让

我先吃饭。老人真是对我特

别好，就是亲女儿也不过如

此。”
张宝兰的婆婆在 92 岁

的时候离开了人间，婆婆去世

的前8年一直卧病在床，张宝

兰八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给

婆婆洗澡、洗脚、剪指甲、倒尿

盆等，无微不至，体贴入微。

“我和婆婆相处没有什么秘

诀，她信任我，我敬重她，关系

一直很融洽。言传身教，现在

媳妇们对我也是非常好，看我

的衣服和鞋都是媳妇们买

的。”张宝兰说道。

兄弟姐妹团结一心才能家和万事兴

下期预告：你能总
结出自己的家风家教

吗？你给社会或孩子提供了
什么样的言传身教？大家一起

来晒晒您的家风吧！
敬请致电：15738331007

或发至电子邮箱：
1961860591@qq.

com。

张凤云是社区里的“歌
唱家”，社区里的大小活动
都少不了她的身影。今年
59 岁的她告诉记者，自己年
纪还小，儿子也没有结婚，
所以还没体会到跟媳妇相
处之道，所以让自己体会到
家和万事兴，是从丈夫的姊
妹几个关系上。丈夫家的
兄弟姐妹们不仅对老人孝
顺，而且彼此关系也处得非
常和睦。

张凤云告诉记者，要说
家风还得从她跟丈夫刚认
识的时候说起，“我家那口
认识我之前是在平顶山上
班的，有一次他从平顶山回

来，我去他家找他，发现他
正在洗东西，才知道他每次
从外地回来都把家里的床
单被罩拆洗一遍。一个大
男人拆被子洗床单都干，那
时候还是用搓板洗衣服呢，
我见到之后就非常感慨，觉
得这样顾家的男人肯定靠
得住。”张凤云和丈夫接触
不久两人就结婚了，婚后发
生的一系列事情更加坚定
了张凤云对丈夫的感情。
张凤云的公公生病住院，她
的丈夫不仅忙前忙后地办
理住院的各种手续，还专门
抽出时间日夜陪伴公公，给
他捶背，陪他聊天，给他带

他想吃的……“人家都说久
病床前无孝子，但是我公公
生病住院那一两年，丈夫真
是做得非常到位，让我十分
敬佩。”

说起张凤云一家和兄
弟姐妹的关系上，张凤云告
诉记者，现在有好多兄弟因
为遗产、钱、房子反目成仇，
这在自己家是不存在的。
张凤云的母亲在世时，名下
有一套 50㎡的房子，因为是
父亲单位的福利房，所以购
买 时 这 套 房 只 用 了 8000
元。这套房子的房款是由
张凤云的弟弟支付的，现在
张凤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弟弟要求把这套房子过户
到自己名下。时隔这么多
年，房子早已翻了 50 倍不
止，按理说这套房子是父亲
单位的福利房，而且是自己
母亲名下的财产，张凤云姊
妹几个完全可以共享，但是
张凤云和其他姊妹们对于
把房子过户到弟弟名下没
有任何异议。“我们就没想
过那么多，不能因为这点事
破坏姊妹情，现在社会上因
为房子兄弟反目的太多了，
但是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
我们身上，我们一直记着

‘兄弟姐妹团结一心才能家
和万事兴’这句话。”

这周为大家介绍的好家风，是商城花园社区科普大学里的3位“优秀学员”，这3位学员不
仅在科普大学里是好同学，私下里也是关系很好的姐妹。采访当天，这3位学员不约而同
都穿了红色系外套，巧的是这3位学员都姓张，更巧的是她们的家风都是家和万事兴。她
们笑称：“我们这叫张氏三姐妹组合，哈哈。”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谷长乐 文/图

瞧一瞧商城花园

“张氏三姐妹”一样的家风
不一样的精彩

“二姐”张顺萍今年 68
岁，这位可是个电子产品高
手，不仅写博客、上 QQ、浏
览 网 页 ，现 在 还 学 会 了Photoshop（俗称PS），平时也
是相机不离手，在采访期间
一直忙活着给大家拍照。

“我平时都背单反相机，儿
子去丽江了，把我的相机借
走了，今天拿个微单凑合一
下，虽然像素低，但是我能
给你们美化得漂漂亮亮的，
哈哈。”张顺萍是个爱笑的
人，在采访期间总能听到她
爽朗的笑声，她告诉记者，
自己原来开过网吧，但是因
为不懂电脑，总有一些玩家
趁自己不注意把电脑的零
件偷走，“小偷在我眼皮子
底下偷东西，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就下决心自己也要
学会电脑，哈哈。”

说起自己的家风，张顺
萍说，家风是一个家族的道
德标准，一个家族的风气，
也 是 一 种 综 合 的 教 育 力
量。他们家的家风是，家和
万事兴。“家庭最重要，先把
家庭搞好，见缝插针地做一
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家和
万事兴。这个观点是受我
婆婆的影响，我婆婆是个非
常让人敬佩的女性，把我当
做她的女儿一样对待，她经
常说的一句话至今一直感
动着我。”

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年
代，张顺萍和爱人经常回
家看婆婆。他们进门婆婆
的第一句话总是叫着张顺

萍的名字说：“顺萍、锅里
有剩饭你吃吧”。张顺萍
的爱人总是幽默地说：“不
吃，光叫我们吃剩饭。”婆
婆总是笑笑。

“剩饭，在现今很多人
眼里是垃圾，可在当时那个
低标准瓜菜代的年代里，一
切食品全部凭票供应。剩
饭是婆婆不舍得自己吃节
约出来的。那个年代的剩
饭价值比现在的海参、鲍
鱼、鱼翅的价值高多了。”张
顺萍介绍，自己的婆婆是个
女强人，里里外外一把手。
不仅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
也是管家的一把好手。她
一辈子抚养了五男一女，经
历了 3 次白发送黑发，可是
她没有倒下。婆婆一生勤

俭持家、吃苦耐劳，给别人
做过保姆，也做过街道工
作。她想工作，想尽一份自
己的力量，但又怕自己的几
个孩子挨饿，怕孩子们吃不
饱，总是在上班前做一大锅
饭放在厨房，自己慌慌张张
地去上班。

“她在工作岗位上奋斗
了终生，站好了最后一班
岗，她70多岁在为工作的食
堂买面时倒在了粮店，再也没
有醒过来。婆婆走了，她的

‘顺萍锅里有剩饭你吃吧’这
句 话 一 直 铭 刻 在 我 的 心
里。所以我现在也把我的
儿媳当女儿一样对待，我也
把这个故事讲给她们听，让
我们这个家风一代一代传
下去。”张顺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