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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山县张相庄村的刘龙光一家四口都是残疾人，这日子可咋过？他们不抱怨不泄
气，用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越过越好——

“加把劲，咱家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吴艳

早上 6 点 10 分，45 岁的盐
山县盐山镇张相庄村农家妇女
张凤云起床做早饭。因为患有小
儿麻痹症，她的一侧身体行动不
便，做起饭来不那么利索。但张
凤云仍坚持让丈夫和两个儿子
多睡一会儿，自己摸索着给他们
做饭。

早上7点，23岁的大儿子刘
朝林吃过早饭出门上班。出门
前，他照例向张凤云挥挥手。不
同于哥哥的内向腼腆，性格开朗
的小儿子刘朝旺出门前会给母
亲一个大大的拥抱。

张凤云早已习惯了孩子们
的肢体语言。她知道，这是两个
儿子在和自己说再见。

早上 8点，丈夫刘龙光收拾
妥当，也准时离家去上班。张凤
云目送丈夫离开，叮嘱道：“干活
别累着！”丈夫微微一笑，示意知
道了。

在这个家里，肢体残疾的张
凤云是唯一一个能正常说话的
人。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是听障人
士。

儿子为啥“吵不醒”

刘龙光一米七多的个子，人
也精干，但因儿时用错药造成了
不可逆的耳聋。

24年前，经人介绍，患有小
儿麻痹症的邻村姑娘张凤云嫁
给了刘龙光。

“他耳朵不好，也不能说话，
我腿脚不好，正好凑在一起过日
子。”张凤云笑着说，她现在依然
记得自己穿着一身红衣出嫁时
的样子。

张凤云本以为找到了人生
伴侣，日子会越来越好，没想到
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着她。

第二年，儿子刘朝林出生。
看着胖乎乎的大儿子，张凤云和
刘龙光每天都乐呵呵的，感觉生
活更有奔头了。

刘龙光在建筑工地干活时
更有劲了。张凤云也拖着不便的
身体尽力照顾好孩子和老人，料
理好家务。

张凤云说，在儿子 6个多月
的时候，邻居们来家中串门。当
时儿子正在睡觉，邻居们大声说
笑也没吵醒孩子。

张凤云还和邻居们夸赞：“这
孩子特别懂事，一睡就是多半天，
多大的动静也吵不醒。一点也不
耽误我干活！”

有的邻居附和：“孩子从小
就疼人，知道妈妈身体不好，不
闹人。”

但也有邻居犹疑地说了一
句：“这孩子听力没问题吧？按理
说，咱们这么吵，该醒了？”

邻居的话让张凤云心中咯
噔一下，晚上她就和丈夫商量想
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检查。

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去
趟大医院得花不少钱。思来想
去，张凤云决定：一边攒钱，一边
继续观察儿子的身体状况。

随着儿子越来越大，张凤云
越来越觉得：孩子的听力不正
常，好像听不到正常说话声。

到儿子一岁时，张凤云和刘

龙光终于攒够了去看病的钱。
两口子抱着儿子来到沧州，

检查结果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先天性听力障碍。

“做梦都是助听器”

检查结果让张凤云痛苦不
堪，也百思不解：丈夫的听障又
不是先天的，怎么儿子也患这样
的病呢？

对此，医生也给不出明确的
答复，只是叮嘱他们，为了不影
响孩子的语言能力，可以给孩子
配一个助听器。

当得知一副助听器要上万
元后，张凤云咬牙说：“多贵也给
孩子买。”

从那以后，刘龙光干起活来
更拼命了。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
自己的心情，但他和妻子同心同
力。

“公婆年纪大了，也是一身的
毛病。家里就龙光一个劳动力，攒
钱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些年，张
凤云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买菜买最便宜的，衣服捡人家穿
旧的。因为身体原因，张凤云无法
走长路，只要外出就要骑三轮车。
干完家务，她就骑上三轮车去转
悠着捡废品卖。每当看到塑料瓶
或纸夹板，她都会停下三轮车，一
瘸一拐走过去捡起来。

那些年，每年攒 1000 块钱
成了张凤云和刘龙光必须完成
的目标。两口子相约：日子再难，
为儿子配助听器的钱也不能动。

与此同时，夫妻俩也想着要
一个健康的孩子。四年后，二儿
子刘朝旺出生了。

“因为有了大儿子的事，二
儿子出生12天后，我就带着他去
医院做了检查，没想到孩子患有
同样的听力障碍。”检查结果就
像一个晴天霹雳劈中了张凤云。
她久久回不过神来。丈夫刘龙光
也从她的表情中看懂了一切。

两个儿子都有听力障碍，一
家四口残疾人，这日子可怎么过
呀？张凤云欲哭无泪：“当时，我
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们生的孩子，就得自己
养。”悲痛过后，坚强的张凤云和

丈夫用眼神和手势交流着。
虽然村里给申请了低保，但

张凤云和丈夫不想仅靠救济生
活。他们开始为以后的生活打
算：必须得想办法挣钱，才能把
孩子照顾好，幸福生活得靠自己
的双手去创造。

自此，夫妻俩奋斗的目标从
一副助听器变成了两副助听器。

“那些年，我做过好几次梦，
梦见终于攒够了钱给孩子配上
了助听器。”张凤云说。

钱不够，只能配一只

刘龙光夫妇从结婚那天，就
跟父母住在三间“砖包皮”的老
房子里，家里只有一亩半地。

曾经，盖几间新房是他们奋
斗的目标。现在，他们的目标变
了：先给两个儿子配上助听器。

那时，刘龙光在建筑工地当
小工，每月只有几百元收入。张
凤云一边照顾家里，一边种地，但
因为地太少，粮食不够吃，一直还
要靠张凤云的娘家救济。

舍不得丈夫歇班，地里的活
多是张凤云去干。“那会儿种地
主要靠人力，我把孩子送到学校
就得赶去地里。别人是站着干
活，我的腿站时间长了不行，就
趴着、跪着干。”张凤云说，别人
一天能干完的活，她得干四五
天。

“我不怕苦，也不怕累，只要
能把活干完就行。”张凤云说，农

忙时，她每天要往返于学校、家
里、地里。

有时，张凤云干完地里的
活，腿累得酸痛难忍，只想躺下
休息，可想到儿子和老人还在等
她照顾，张凤云硬是咬牙拖着沉
重的身体继续前行。公公去世
早，患病的婆婆由张凤云照顾。
婆婆大小便失禁，她就不厌其烦
地为婆婆擦洗身体、换衣服。

“日子虽然艰难，但也要一
天天地过下去。”张凤云相信，只
要坚持，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他
们的目标早晚能实现。

在小儿子上四年级的时候，
张凤云两口子终于攒够了一万
多块钱。他们兴冲冲带着两个孩
子去配助听器。

助听器的价格很贵。由于钱
不够，他们只好给两个儿子每人
配了一只。

“其实，两个孩子双耳都需
要佩戴助听器，但是我们没那么
多钱，最后只给每人配了一只。”
说起这些，张凤云觉得有点对不
住孩子们，“老大配助听器时已
经 14岁了，错过了语言学习的
最佳时期。直到现在孩子也无法
说话。”

配上助听器，两个孩子挺兴
奋。

两个儿子的笑脸，是对刘龙
光和张凤云两口子最好的安慰。
他们商量了下一个家庭目标：盖
新房，给儿子娶媳妇。

这个四口残疾之家虽然日
子过得艰难，但仍然坚守孝道、
仁义、节俭、勤奋、向善的家风。

两个孩子放学后，也帮助父
母干家务、干农活、捡废品、伺候
生病的奶奶。

由于听障的原因，两个孩子
学习成绩不好。但是，他们仍坚
持上学。

“高大上”的家风牌

张相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国
强看到张凤云家的情况，心里很
不是滋味。他主动帮刘龙光联系
了当地一家企业，想让刘龙光去
学点技术。

刘龙光心灵手巧，很容易上
手。很快，他就学会了冲床、车床
和电焊技术，有了固定的工作，
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后来，
刘龙光还当上了师傅，带过一个
徒弟。张凤云也靠着村里安排的
公益性岗位，有了固定收入。

张凤云家的日子越过越宽
松，存折上的数字也在逐年增
长。

2017 年，这对身残志坚的
夫妻，凭借勤劳的双手，用攒下
的钱盖了4间新房。

在张相庄村，每家每户都在
墙上挂着一个古色古香的家风
门牌，家风内容和每户的家风息
息相关。

“我们村是盐山县家风家训
建设活动的首批示范村。征集家
风家训时，首先发动村民根据自
家实际，自拟家风内容。村两委
和乡贤再对内容进行提炼、订
正，统一制作成醒目的牌匾，挂
上各家大门口。”杨国强介绍。

张凤云家情况特殊，杨国强
和村两委成员决定帮他家拟出
家风内容。

经过商议，众人一致决定，
将“人生在勤，不索何获”作为刘
龙光家的家风。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出自
东汉张衡的《应闲》，大概意思是

“人一辈子要勤奋，倘若不努力，
哪会有收获和成就呢？”

杨国强说：“刘龙光一家人
特别勤奋努力，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把‘人
生在勤，不索何获’作为这家人
的家风非常贴切。”

如今，张凤云的两个儿子都
已长大成人，一个23岁，一个19
岁，也都有了自己的工作。

“家里 3 个男人都挣工资，
我觉得日子好多了，买肉吃也不
再心疼了。”在老刘家，张凤云管
钱，丈夫和儿子发了工资，都会
第一时间交给她，从来不乱花。

去年母亲节，小儿子用工资
给母亲买了一束花。捧着人生中
收到的第一束鲜花，张凤云笑得
格外甜。

去年 9 月，刘龙光过生日。
儿子买来生日蛋糕，张凤云准备
了热腾腾的火锅，全家人围坐在
一起，暖意融融。刘龙光虽然不
会说话，但一直咧着嘴笑。

龙年春节，张凤云张罗了一
大桌菜，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聚在
一起。张凤云还准备了一瓶酒，
笑着说：“加把劲，咱家的日子会
越过越红火的！”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张凤云和丈夫刘龙光张凤云和丈夫刘龙光

刘龙光正在工作刘龙光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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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之家老年公寓
星级养老服务机构，环境优雅，护理专业，服务贴心，营养膳食，丰富
多彩的文娱生活，交通便利，是老人理想的选择。常年招收老人入住。
地址：解放东路芦家园村南 306、307、901芦家园站下车即到 电话：13784749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