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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住宅楼：
安享晚年的港湾

一排整齐的两层老年住宅楼安静
地矗立在弋湾村，16 户独自生活的老
人和谐幸福地在里边已经生活了3年。

记者走进该楼，一抬脚就进入了87
岁的李德臣家，屋内整齐的摆设和干净
的地板，令人很难想象这是一对老夫妻
的家，李德臣自从2011年和老伴搬到老
年住宅楼，就每天笑得合不拢嘴。

“这房子住着十分方便，不用上楼，适
合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居住。”李德臣说，
他十分喜欢这座房子，里边住的全部是老
年人，没事就相约散步、打牌、聊天，即使
已经到了晚年，生活仍过得十分有意义。

“这房子给我带来如此多的欢乐，
我也要好好照看它。”李德臣每天都和
老伴一起打扫房间，他见不得自己的宝
贝屋子有一点灰尘。

让李德臣最高兴的还是住在一起
的邻居，“从我住到这里，最少有20家人
给我送过菜。”说起邻里关系，李德臣赞
不绝口。据弋湾村工作人员介绍，这座
老年住宅楼一切都是根据老年人的生
活习惯建的，为了让村里部分老人安享
晚年。 登封播报 李剑

孝顺孝媳：
侍奉公公如生父

听到第一声鸡叫声，43岁的韩爱红
习惯起床梳洗，紧跟着下地干活，在其
他人从梦中醒来时，她匆匆赶回家，开
始为瘫痪的公公准备早餐。

这是她4年来养成的习惯。
4年的辛苦自知，韩爱红只能在无人

时默默掉泪，独自承受着整个家庭的重担。
“我不敢在公公面前表现出一点伤

心，如果他多想了，我就会成为罪人。”
韩爱红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整个家庭
由韩爱红一个人照顾，特别是生病的公
公，更需要她付出双倍的心力。

夏天燥热，韩爱红每隔一天都要为
公公翻身擦澡，对公公的照顾已经超过
自己的双亲。

4 年来，韩爱红从来没有在娘家过
过夜，每次回娘家，都不敢久待，怕公公
在家有什么需要。

“我觉得自己很不孝，对不起亲生父
母。”韩爱红说着，泪水顺着眼眶流满面颊。

“爱红是个孝顺媳妇呀！”村里人一
提起韩爱红，就竖起大拇指。
登封播报 刘俊苗

“巧手”幻化出幸福生活
谢改范17岁高中毕业时，有着普通

女孩子的喜好，就是空闲时拿起针绣花。
“我没有想到，最初的孩子心性，让我对手
工制品爱不释手。”谢改范说，结婚后几经
折腾，还是踏上了自己最初的手工梦。

1999年，谢改范顶着来自家庭的生
活压力，开始用自己的一双巧手，纯手
工制作家纺用品，那时34岁的谢改范晚
上11点前没有回过家，一心全部扑在自
己的事业上，每天重复着测量布匹、剪
裁，在缝纫机前一坐大半天，“没想到就
是那样，一坚持15年过去了。”

谢改范不仅把在外打工的丈夫吸
引回来帮她，还请了 7 个“巧手”妇女来
店里帮忙，如今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全
靠她的坚持和一双“巧手”。
登封播报 刘俊苗

弋湾村位于河南登封市大冶镇区东北两公里处，总面积2.89平方公里，目前耕地面
积1560亩，8个村民组，共计2035人，新型农村社区于2008年4月开建，如今建成独家户院

315户，居民楼4栋，是省级卫生村、省级生态村、郑州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郑州市“五个好”基层党
组织，登封市平安创建“五无”示范村。

22年前，年仅36岁的陈素珍接
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丈夫在工
作中发生事故，腰肢折断导致下半
身瘫痪，“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日
子要怎么继续下去。”陈素珍看着 9
岁的女儿和 3 岁的儿子，不知前面
路要如何走。

想起自己很小就离开了母亲，
“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走上我的人
生道路。”陈素珍决心要守着丈夫，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了挑起
家庭的重担，陈素珍去铝石窑上干

活，农忙时下田，每天工作结束后，
外出捡柴火，“那时候，我没有睡过

‘天明觉’，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以至
于现在我也没有午休的习惯。”

22年的坚守，终于过上幸福的生
活，可是，去年丈夫的病情进一步加
深，“他连自己吃饭的能力都没有了，
每顿饭都要我喂。”陈素珍说，幸好现
在的生活好转了，儿子结婚生子，媳
妇也十分孝顺，“这么多年的坚持，我
觉得一切都值了。” 登封播报 刘俊
苗 实习生 李梦娅 文/图

家有贤妻：
22年不离瘫痪夫

人工湿地：村里的“净化器”
弋湾村村民搬进新型社区后，集中污水排

放治理关乎到村里百姓生活环境，为此该村投
资 120 万元，在村里自然排泄洪沟西侧建成 300
吨/日人工湿地项目。“这个项目就像一个净化
器，污水经过格栅井流到沉淀池，沉淀以后进入

潜流人工湿地，经过一段时间达到排放标准。”
弋湾村村民闫锦奇说，该项目占地2600平方米，
主要处理1800人日常生活污水，污水经处理后，
水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因子达到排放标准，极
大程度保护了水环境。 登封播报 冯俊超

“搬进新家以后，家里有个啥事需要吃桌，
那可真麻烦，搭棚、拉线、接水管，最重要的是客
儿多，只能坐在路上吃桌。”村民弋大妈说，“这
不，村里专门建成一个固定地点，一步到位，里
面水电啥都有，只要拿着做饭的家伙，客儿来了
不但好找，也有地方坐，刮风下雨淋不着，谁用
谁知道！”

该村为解决了群众红白事包桌找地方难的
问题，专门建立一个固定“待客餐厅”，只要村里
谁家有事，就可以免费使用“待客餐厅”。“待客
餐厅建成以后能一次性容纳 30 桌，现在村里谁
家有红白事都会在这儿办，一个月都能来个三
四家。”该村党支部书记弋书敬说。
登封播报 冯俊超

“待客餐厅”：家有红白事免费用

文化大院：丰富村民生活
“村里建起了灯光篮球场，晚上我们可以打

打球，出门也不怕黑了。”8月3日，大冶镇弋湾村
村民闫锦奇笑着说。

走进大冶镇弋湾村，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
和谐、幸福的新农村画卷。农家书屋、棋牌室、
灯光篮球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来这里看书学习、
活动健身的村民络绎不绝。

现在正值放暑假，村里的孩子没事就到图
书馆去看书，只要不刮风下雨，村民在劳作之余
都会来这里转转，跳广场舞，下象棋，锻炼身体，
各有所乐，气氛热烈。

该村党支部书记弋书敬介绍，近几年村里
的效益好了，不仅建了新的图书馆，还为村民建

了灯光篮球场，可容纳 600 人。忙了一天，晚上
想放松放松，这文化大院就成了好地方。想学
点知识有农家书屋，想乐呵乐呵有棋牌室，想锻
炼身体有篮球场。
登封播报 刘弋楚 文/图

8月3日，记者一走进大冶镇弋湾村，就被一
种独特香气围绕，一排排生机盎然的香椿树，椿
芽茶红娇嫩，分外招人喜爱。

“香椿是一种材菜兼用树种，属于纯天然绿
色植物，不但好吃，据说还可以祛病。”该村一负
责人说，香椿树嫩芽俗称“香椿头”、“香椿尖”，
民间自古就有“食用香椿，不染杂病”之说，是一
种绿色环保、经济效益较好的经济植物。

自从香椿加工基地建成后，弋湾村的村民

心里乐开了花，弋红菊是香椿加工厂的一名工
人，“香椿加工厂建成以后，不但解决了村里人
就业，有的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了。”

据了解，该香椿加工厂不仅带动弋湾村村
民种植，还带动附近的桥板河、宣化等村村民开
始种植香椿树，现在香椿产业的优质化、基地
化、规模化已经形成，目前该村种植面积达到
1000多亩，带动当地村民600人再就业。
登封播报 刘弋楚 冯俊超

弋湾香椿：香到百姓心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