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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愿轮椅上的他常有笑容
本报通讯员 高亚芳 王庭金 本报记者 李小贤 摄影报道

一场意外，造成献县黄芦铺村村民王建勋高位截瘫，全身只有头部能动。
21年来，他的妻子李秀菊不离不弃，悉心照顾——

连日阴天后，好不容易盼来
了晴天。54 岁的李秀菊收拾完
家务，把丈夫王建勋“吊”到轮椅
上，又用棉被将他的身子裹了一
圈，这才把他推到院中。

阳光很温暖，让王建勋更温
暖的是妻子李秀菊的笑容。“我
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
了一个好老伴。”王建勋说。

意外事故

王建勋家住献县本斋回族
乡黄芦铺村。

因为意外，王建勋高位截
瘫，在床上已经躺了 21年，李秀
菊也细心地伺候了他21年。

回想起那场意外，李秀菊的
声音有些哽咽。

2000年2月的一天，作为电
工的王建勋在爬杆维修电路的
过程中，不幸从电线杆上掉了下
来。经过全力抢救之后，壮年的
王建勋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造成
了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

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
医生表示恢复无望，李秀菊只能
带着王建勋回家休养。

王建勋与李秀菊有两个女
儿，家庭虽不富裕，但是过得很
幸福，可是这次意外给家庭带来
了无限的阴霾。

回到家中的王建勋躺在床
上，内心格外失落。他接受不了
长期卧床、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
的事实，脾气变得很暴躁。李秀
菊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经常背
地里偷偷抹眼泪。

哭过之后，李秀菊的心变得
坚强了很多。“丈夫倒下了，不能
支撑这个家了，我不能再倒下，
要不这个家就完了。”李秀菊想，
不管多难，她都要将这个家撑下
去。

精心照料

在丈夫住院期间，李秀菊向
医生、护士请教了许多护理高位
截瘫病人的方法，她一一记在心
里。回家后，照顾王建勋的重担
就落在了李秀菊的身上。

王建勋是家中老小，上面有
4个哥哥和 1个姐姐。他们明白
弟媳的不易，只要有时间也会前
来帮助李秀菊种地、照顾王建
勋。幸亏有亲人的帮忙，李秀菊
才挺过了最初艰难的日子。

更难的日子在后头。王建勋
高位截瘫，不仅下肢不能动，脖
子以下都没有知觉，他连自己吃
饭都做不到。从王建勋出事后，
李秀菊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
觉。

晚上，李秀菊要惦记着给丈
夫喂水、翻身。白天，她一大早儿
就开始忙活，为王建勋擦洗后，
就忙着去做饭。长期卧床病人的
饮食需要注意营养搭配，她会为
丈夫变着花样做一些易于消化
的食物，一点一点地喂给丈夫
吃。

每天吃饭时，李秀菊就将饭
桌放在床边。她坐在凳子上，将
馒头、菜、粥摆好，然后一口菜、

一口馒头，慢慢地喂给丈夫。看
着丈夫咽下去了，再让丈夫用吸
管喝点粥。她不急不缓地喂，他
慢慢地吃，有时一顿饭需要 20
多分钟。

等王建勋吃饱饭，李秀菊才
会端起碗来，那时饭基本上都凉
了。

长期卧床的王建勋脾气有
些急躁，心理压力也大，有时也
会吵闹。每到这时，李秀菊就坐
在他身边，温言细语地安慰着丈
夫。王建勋喜欢听小说，李秀菊
就会用收音机播放小说。

瘫痪的病人肌肉容易萎缩，
李秀菊就跟一位会按摩的亲戚
学会了按摩推拿技术。每天只要
有时间，她就会为丈夫按摩。

“吊”进轮椅

年轻时，王建勋是个闲不住
的人。出事后，他每天躺在床上，
状态越来越不好。

为了让丈夫有精神，天气好
时，李秀菊就会用轮椅推着王建
勋外出遛弯。可将王建勋抱到轮
椅上，成了李秀菊最吃力的事。

王建勋出事时，两个女儿虽
然只有十岁左右，但她们很懂
事，知道与母亲共同分担家务，
照顾父亲。每天去上学前，她们
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帮着母
亲将躺了一夜的父亲放到轮椅
上。

娘仨分工明确，一个人抱着
上半身，一个人抱着腰，另一个
人抱着腿部。大家喊着“一二
三”，一起用力才能将父亲抬起，
然后放到轮椅上。女儿们去上学
了，李秀菊便推着王建勋出门，

在门口附近晒晒太阳，或者与邻
居说说话。

看着李秀菊和女儿这样吃
力抬自己，王建勋很心疼她们。
时间长了，他就动起了脑筋，为
什么不安装一个工具，减轻她们
的负担呢？

王建勋脑子灵活，他想到了
吊车。吊车利用吊钩能将物品轻
易吊起，家里也可以按此设计一
个装置呀。

王建勋让李秀菊请来一个
会电焊的朋友，将想法告诉了
他。

这位朋友听明白了，很快就

为王建勋焊好了一个手摇的起
吊装置。安装好这套装置后，只
需要一个人扶住布兜内的王建
勋，另一个人手摇把手，人就被
缓缓地吊起，然后对准轮椅再轻
轻地放下，人就放到了轮椅上。

有时女儿上学时间紧，来不
及帮助母亲照顾父亲，李秀菊就
会出门求助邻居。邻居们非常热
心，只要李秀菊一开口，就会赶
过来帮忙。

李秀菊说：“家里亲人、邻里街
坊对我们帮助很大，真的很感谢他
们，是他们帮我渡过了难关。”

这个起吊装置 用 了 几 年

后，李秀菊又请人对此进行了
改进，将手摇变成了电动。这样
的话，李秀菊一人就可以帮助
丈夫起身。家门前的路也修平
了，李秀菊会经常推着丈夫在
外面转转。

用爱撑起一个家

李秀菊家的客厅内放着一
只鸟笼子，里面养着几只鸟，叽
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王建勋坐在轮椅上，看着笼
子里的鸟，有时还会逗逗鸟。李
秀菊则站在一旁喂鸟，跟丈夫说
说话。

王建勋爱养鸟，出事的时
候，家中还养着两只鸟。李秀
菊在医院照顾王建勋的日子
里，无暇顾及鸟，两只鸟都死
了。

在李秀菊的照顾下，王建勋
的心情逐渐好转，他提出家中可
以再养几只鸟。李秀菊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天气不好的时候，他
不能外出，看着这些可爱的鸟，
听听清脆的鸟叫声也能解解
闷。”李秀菊仿佛读懂了丈夫的
心思。

就这样，家里再一次有了鸟
叫声。鸟笼被放置在客厅内，王
建勋即使躺在屋内，也能听到鸟
叫。

日子就在这样的时光中溜
走了。李秀菊照顾王建勋已经
21 年了，那份艰辛只有她一人
知道。

王建勋说：“我遇到了一个
好老伴儿，如果没有李秀菊，
估计我早就没了。这些年，多
亏 了 老 伴 不 离 不 弃 地 照 顾
我。”

在李秀菊看来，这样的横祸
谁都不愿意碰上，可是事情发生
了，只能接受。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似海深，她照顾丈夫是
理所应当的事情。

这些年，李秀菊最怕的就是
自己生病，有时生病了，她就扛
着，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医院。

2010 年，李秀菊因患脑垂
体瘤住院。医生埋怨她，怎么病
情那么严重了才来看病。李秀
菊只说，总感觉没事，要不是
眼睛看不清东西了，还不会来
的。实际上，李秀菊既担心丈
夫，又不愿花钱，不想给家里
再添负担。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后，李秀
菊就回了家，拖着病体继续照顾
丈夫。由于疗养不及时，她的身
体一直不好，去年又因脑垂体瘤
复发，做了第二次手术。虽然她
会失眠，浑身没劲，但仍竭尽全
力照顾丈夫。

李秀菊和王建勋的两个女
儿如今已结婚，她们从母亲身上
学到了坚强，也学到了孝道，和
母亲一起照顾父亲。

说起李秀菊，邻居们都会竖
起大拇指，夸她是个好儿媳、好
妻子、好母亲，是她用柔弱的肩
膀撑起了一个完整的家。

李秀菊的事迹在当地被传
为美谈。李秀菊入选了2021年9
月“时代新人·河北好人”榜。

李秀菊推着王建勋遛弯李秀菊推着王建勋遛弯

李秀菊扶王建勋起床要费很大劲李秀菊扶王建勋起床要费很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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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东站附近华银市场沿街门市。•院内有仓库数间每平方米3毛对外出租。
电话：5502383 1308219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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