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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沾化区有这样一对夫妻，妻
子经历3次脑溢血，瘫痪在床，丈夫
守护在妻子身边，每天帮妻子按摩，
喂食，寸步不离地照顾妻子9年，书
写了一段患难夫妻，相濡以沫，不离
不弃的感人故事。街坊四邻称呼这
位照顾妻子的刘洪江为“沾化好丈
夫”。

家住沾化城区交通名苑小区的
刘洪江夫妻，原是沾化石油公司的
员工，日子过得平淡却幸福。2014
年的一天，妻子李文芳突发脑溢血，
让刘洪江夫妻原本平静的生活突增
苦难。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
刘洪江用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和细
心，无微不至地照顾病妻9年。从
带妻子四处奔波求医问药，到照顾
瘫痪的病妻日常起居，刘洪江用坚
实的臂膀扛起延续妻子生命的重
担，无声地抒写出伉俪情深的最美
模样。结婚三十六载风雨同舟、不
离不弃，这对患难夫妻的情深义重，
成为远乡近邻口口相传的佳话。

在刘洪江眼中，妻子李文芳是
一个慢性子、好脾气的人。结婚后，

两人都有稳定的工作，儿子凭借优
异的成绩考入大学，大学毕业后在
烟台一家国企工作。“老伴生病前，
我们老两口还去看过两场电影呢！”
刘洪江的脑海里，保留着和妻子的
美好回忆。

刘洪江的妻子先后经历了3次
脑出血。第一次是在2014年，李文
芳因高血压引发脑出血，经过及时
的手术治疗，挽回了生命。李文芳
康复后可以借助拐棍行走，刘洪江
在楼梯靠墙的一侧安上扶手，方便
妻子上下楼行走。

为了让妻子能更多地接触户
外，刘洪江把车库也收拾出来，放上
床和桌椅板凳，方便街坊邻居们来
坐坐、聊聊天，同时也给妻子解解闷
儿。天气好时，刘洪江会搀扶妻子
去外面走走，这个习惯坚持了近5
年。

好景不长，李文芳又分别在
2019 年和 2021 年经历两次脑出
血，最终导致全身瘫痪。除了右手
手指还能轻微动动，李文芳丧失其
他一切行为能力。从这之后，刘洪
江更是守在妻子身边寸步不离。

白天，为了防止妻子生褥疮和
肌肉萎缩，刘洪江为李文芳按摩四
肢，定时帮她翻身改换卧床姿势和
方位。晚上，刘洪江要起床四五
次，给妻子更换护理垫。因为长期
卧床患者对日常饮食的要求更高，
既要有营养又要软糯易消化，为
此，刘洪江用搅拌机将食物打碎，

每隔4到5小时就给妻子喂饭，一天
喂5到6次。

由于久卧在床，李文芳出现严
重的便秘，尽管她不能言不能动，刘
洪江却总是心有灵犀地能感受到李
文芳的不适和烦躁，丝毫不嫌弃地
帮妻子排解。多年过去，在刘洪江
的精心照料下，妻子李文芳从来没
有生过褥疮。刘洪江的护理水平让
来访的亲戚朋友都纷纷点赞。

多年来辛苦的劳碌从没让刘洪
江对妻子的爱意消减半分，他每天
都温情的守候陪伴李文芳，时不时
地捋捋妻子的头发和脸颊，和她讲
讲广播新闻里的趣事，菜场上的见
闻。在外人看来，他是在自问自答，
但刘洪江却觉得，为妻子做得这一
切都值得。他说，只要妻子还在，我
的家，就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刘洪江早在多年前就发觉自己
心脏不舒服，心率一度每分钟高达
百次。但由于害怕妻子没人照顾，
他没跟任何人说，选择了硬扛，只是
吃药缓解身体的不适。直至2022
年年底，经历了新冠肺炎和甲流的
双重打击，刘洪江也支撑不住了。
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刘洪江于今
年3月份进行了开胸手术。在刘洪
江手术和住院期间，刘洪江请来了
亲戚照顾妻子。

“去住院之前，我趴在她身边告
诉她，我要去做手术了。我还在医
院的时候，亲戚告诉我，老伴儿在家
流泪了，可能是看我不在了，怕我丢

下她或者不要她吧，尽管她不会表
达。等我出院回来，老伴儿竟然含
含糊糊地问我，‘你治好了吗？’”说
到这，或许是感到这9年的付出终
于有所慰藉，又或许是回忆起妻子
患病前，两人的幸福生活，刘洪江的
眼角湿润了。

现在，由于术后还未完全恢复，
刘洪江在行动上也多有不便。为了
不耽误照顾妻子，刘洪江请来亲戚
在楼上照顾妻子，自己则在车库暂
住。即便如此，每天他也会步履艰
难地爬到四楼看看妻子。他说，“这
么多年习惯了，一天见不到她，心里
总感觉空落落的。”

有过照顾病人经历的人都知
道，全天候照顾病人，这是一件极其
不容易的事。因为不仅辛苦劳累，
无法睡整觉休息，心情也是非常压
抑的。当记者问到，他是怎么做到
能9年如一日的坚持照顾病妻？是
什么支撑着他一路走来？刘洪江平
静地说：“我从来没想过不坚持。有
时候我在想，如果换作是我病了，老
伴儿也肯定像我一样照顾她似的照
顾我。现在她病了，如果我不伺候、
不管她，她要是走了，我怎么面对以
后的几十年？咱不能做让自己后悔
的事，咋着叫一家人啊！”

刘洪江用自己执着的毅力、朴
实的行动，谱写了一曲看似平凡，实
则情深似海的文明赞歌。他不离不
弃的陪伴，绵延无尽期的牵挂，诠释
着世上最美的伉俪情深。

诠释最美伉俪情深

“好丈夫”刘洪江悉心照顾瘫痪妻子9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董锋磊 通讯员 王建斌 张艺伟 张鹏蕊

杨兵兵，2022年京博控股集团
“董事局主席特别奖”提名奖的获得
者。自2019年加入京博工作以来，
他始终把企业利益放在了自己工作
的第一位，做到了关键时刻站得出、
靠得住。

攻坚克难不意味着苦干蛮干，
更要“巧干”，融合对形势的科学研
判，结合敢战能胜的专业技能，调动
坚持不懈的韧性和耐力，系统化、条
理化地解决问题。

之前，因为疫情原因，福樾亭
项目停工。面对客观环境的阻
碍，杨兵兵没有“随遇而安”，他带

领工作团队对形势进行全方位分
析，制定交房施工方案，合理排布
施工穿插，明确发力方向、快速解
决参建困难的问题。他承担起了
消防、规划、节能、人防、竣工等各
专项验收的办理工作，潜心研究
各项政策，按期取得竣工备案证，
最终，福樾亭项目提前5天顺利交
付。集中交房期间，交付率达到
96%以上。

杨兵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
工作理念，他以科学有效的方式，调
动团队的工作积极性。

无独有偶，御亭苑一期项目时

逢雨季和疫情，在双重因素的影响
下，杨兵兵带领工作团队顺利完成
了各项施工任务，最终，御亭苑一期
项目提前86天交付。

御亭苑二期项目作为京博控
股集团2022年的重点销售项目，杨
兵兵紧跟公司经营计划安排，在御
亭苑二期项目建设初期提前部署，
带领团队制定施工排布，克服了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跑表计
时、到点验收，积极组织抢工……他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表率，激发了
工作团队锐意进取的向心力。

工程之路犹如滚石上山，务必

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筑好品质堡
垒。杨兵兵接手京博尚苑项目后，
紧锣密鼓地重整团队，他直面问题、
解决问题，迅速恢复正常施工，调动
资源，联融协作部门，在28天内，完
成了项目开工前各项手续的办理工
作，让京博尚苑展示中心得以完美
亮相。

让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
在肩膀上，杨兵兵的奋斗历程体
现了京博人“吃苦、敬业、节约、亮
剑”的企业精神，同时，也感染了
无数奋斗者继续“勇当先锋、敢于
作为”。

杨兵兵：

带领团队合力攻坚 多个项目圆满交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靳向茹

入夏以来，每到夜晚,阳信县洋
湖乡东焦村的村民们就拿着手电
筒、带着小桶到村边的林地里摸金
蝉。村民曹光霞乐呵呵地说：“我们
从晚上8点捉到9点多，最多的时候
能捉1000多只金蝉，少的时候也能
捉200-300只，一只金蝉能卖1块
钱！一个月，就有1万块钱左右的
收入。”

东焦村党支部书记王道红告诉
记者，东焦村现有金蝉出土林400
亩，得益于东焦村苗木基地的优势，
野生生长的金蝉肉质好、营养价值
高，该村村民平均每亩能收入3000
元左右，每季可为全村村民增收
80万元。

2006年，在外打工的王
道红了解到东焦村比较
落后，就想回家给村里
做点实事。回村后，
他当选为东焦村党
支部书记。随后，王道
红同村“两委”班子成员积
极外出跑市场，奔赴济南、天
津等地了解经济苗木市场，开
始带领村民种植柳树、国槐等苗
木。那时候苗木市场行情很好，一
颗直径3公分的垂柳能卖到17块
钱，村民通过种植苗木走上了致富
路，村集体收入也逐渐增加，村里还
新铺设了柏油路。

然而，2015年开始，苗木市场
遇冷，村民们的收入大幅下跌，王道
红很是着急，他积极和村里党员、
群众代表座谈，从实际出发，探讨
主导产业和发展规划。2019年，王
道红瞄准了立体化林间经济，决定
在东焦村现有4000亩苗木基地的
基础上，依托合作社，在林下种植
中草药，并充分挖掘林下各种野菜
资源，生产加工具有药用价值的野
菜茶。

最初，村民们对王道红的想法
心存顾虑。王道红一方面积极向村
民科普各种野菜的功效、价值，另一
方面自己先行先试，带头引进种植
了养心菜、黄金菜等野菜，潜心研
究野菜茶制作工艺，在适当的时节
把柳树芽、柳叶、槐米、槐角、蒲公
英、马齿苋等采集回家进行加工。
王道红又联系外出打工的朋友，通
过微信带货等方式，把产品卖到城
市，逐步打开了市场。

看到效益的村民，也开始提高
了种植积极性，纷纷加入进来。为
了更好地保证种植户效益，王道
红通过合作社实行统一供种、统
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的“三统

一”种植模式，自己还以高出市场
价每亩四五百元流转村民的土地
扩大种植。

2021年12月7日，王道红成立
了山东省佰菜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办理了食品安全证等全部手续，注
册了“爬杆儿”“蝉精灵”等商标，并
购进蒸煮、烘干、包装等生产设备，
投入工厂化生产，为村民提供了入
厂打工增加收入的机会。

在佰菜家庭农场的产品展厅
里，摆放着胰岛果、蒲公英根、艾叶
茶等二十多种产品。“柳芽能平肝、
发（散）热，能治小儿痧痘等症；柳叶
具有清热透疹、利尿解毒功效；蒲公
英能清热解毒、利尿散结；马齿苋全
株入药具有解毒、抑菌消炎、润肠消

滞等药效……”王道红向记者一一
介绍各种野菜茶的功效。

据王道红介绍，今年，东焦村的
立体化林间经济取得了良好效益。
目前，全村中草药种植品种达到20
个，其中新引进的具有有抗癌功效
的金钩草已试种成功。今年上半
年，佰菜家庭农场已实现野菜茶营
业额12万元，预计今年营业额能突
破30万元。

王道红表示：“下一步，我们将
借乡村振兴的东风，以点带面继续
扩大中草药种植面积，提高生产能
力，利用抖音微信等电商平台，拓展
销售渠道，切实把‘上有苗木、中有草
药、下有金蝉’的立体化林间经济模
式，发展成为东焦村的特色产业。”

王道红：

心系村民倾情奉献 念好立体化林间“产业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旭 房艳梅 张子强 通讯员 林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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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滨州好人”事迹简介

魏达：打开冬枣销路，助力枣农增收
魏达，男，1988年1月出生，沾化冬枣

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一次偶
然的机会，魏达了解到下洼镇于一村马大
哥家妻子早逝、大女儿瘫痪、小女儿在上
学，家庭收入就靠马大哥种植5亩冬枣。
魏达多次联合乡村振兴服务队给予马大
哥家及村内其余生活困难家庭帮助。

魏达多次带领技术人员到村里提升村
民的冬枣种植技术。作为新时代知识型青
年乡村振兴带头人,魏达创办了滨州市沾
化冬枣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先
后入驻了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为枣农拓
宽冬枣销路。该公司通过电商扶贫助农模
式，实现沾化冬枣单年销售总额超500万
斤，带动了沾化区3个乡镇 283户贫困户
脱贫，间接带动8万户农民增收。魏达获
得全国“优秀脱贫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赵永生：勇救落水青年显美德
赵永生，男，1967年12月出生，博兴

县纯化镇东王文村党支部书记，中共党
员。6月22日下午2点半左右，赵永生夫
妇到田里浇地，路过支新河附近时，突然
听见河中有人求救，赵永生毫不犹豫跳入
河里施救。年近60岁的赵永生，已有近20
年没下水游泳，他的腿曾经受过伤，还有钢
板未取出，但赵永生无暇顾及自己的旧伤，
一心救人。事发地点水深达3米以上，赵
永生拉着落水青年游向岸边，感到异常吃
力。河岸坡度大，十分湿滑，赵永生多次努
力尝试，未能上岸。情急之下，赵永生妻子
用他的裤子当绳子，用尽力气终于将落水
青年和赵永生拉上了岸。由于救援及时，
落水青年的身体没有受到损伤。赵永生却
因用力过猛，多处肌肉拉伤。事后，赵永生
说：“身为共产党员，遇上老百姓有困难，就
要不遗余力地伸出援手。”

段见亮：践行承诺，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

王圣亮：手艺人坚持传承非遗

榜榜

石诗琼:好儿媳悉心照顾90多岁公婆

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王圣亮，男，1954年5月出生，惠民
县清河镇人。王圣亮自8岁起跟随祖父
学习木版年画制作技艺。1980年，王圣
亮已熟练掌握木版年画制作的全套技
艺。自1980年开始，王圣亮走访老艺人
和80岁以上的老人380余人次，收集到
线版8块，色版21块，年画样稿68种，创
作“孙子系列”年画版35块套。他整理出
了关于清河镇木版年画的起源、题材内
容、现存作品、形式分类、主要艺人等资料
近3万字，一部关于清河镇木版年画的翔
实史料呈现在世人面前。王圣亮成立“木
版年画”工作室，先后收徒近10人，并尽
心尽力、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其木版年画的
制作工艺，让传统文化能够更好地传承和
发扬。同时，王圣亮结合清河镇中小学传
统文化教育，先后进校园、进社区开展木
版年画艺术讲座100余场次，培训中小学
生6000余人次。王圣亮获得“山东省农
村优秀文化人才”等荣誉称号。

石诗琼，女，1964年10月出生，阳信
县商店镇燕店村村民。2021年7月，她
的丈夫因一场意外离世，石诗琼强忍丧偶
之痛，主动承担起照顾公婆的责任。她辞
去了工作，在家全心全意照顾两位90多
岁的老人。为了保证公婆营养均衡，石诗
琼变着花样的做饭、哄老人开心。2022
年9月，92岁的婆婆意外摔倒，之后便卧
床不起。石诗琼为了防止婆婆生褥疮，和
婆婆同床睡觉，每晚要起夜七八次给婆婆
翻身。婆婆大小便不能自理，石诗琼就每
日抱着婆婆上厕所，每天给婆婆擦身体。
婆婆裹的小脚，很容易溃烂，石诗琼每3
天用中草药给婆婆泡脚。经过石诗琼的
精心照顾，不能自理的婆婆从开始的糊涂
昏睡到后来可以跟人说话聊天。她孝敬
老人的行为得到乡亲邻居的一致好评。

段见亮，男，1981年1月出生，邹平市
润特山药生产专业合作社社长。“我要带
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这是他常常挂在
嘴边的话。合作社成立之初，没有资金，
没有经验，段见亮与社员每天详细记录山
药的生长情况，摸索山药生长规律，最终，
他们的山药试验田由最初的1亩扩大到
了300多亩，并成功申请了“白小吉”“鲁
邹”山药商标。他积极探索“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把散落在市场中松散的资
源高效重组，充分发挥大户示范带动和技
术指导作用，带动合作社向新型农场、农
产品加工等方向发展，闯出了一条合作共
赢的致富之路，让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成
为农民致富的新“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