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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记者以《久病床前
出孝媳，不是母女胜母女》为题，

报道了平桥区高德芬老人因车祸
瘫痪在床

9

年，两位
80

后儿媳妇
无微不至照顾她的事迹， 感动很
多人。 如今，快一年了，高德芬身
体怎么样？ 这个和睦家庭又有哪
些新变化呢？ 记者进行了采访。

高德芬家迎来添丁之喜
10

日，再一次走进高德芬家，

天气依然寒冷， 但记者感受到的
是阵阵暖意，不是屋里“小太阳”

能散发出来的， 而是这里无处不
在的爱所汇聚的能量。

虽然已经瘫痪多年， 躺在沙
发上的高德芬却容光焕发， 原来

人逢喜事精神爽， 儿媳妇又给自
己添了孙子、孙女。 “小儿媳妇生
的是个男孩儿，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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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了；大
儿媳妇生了个女孩儿， 才两个多
月。 ” 虽然不能亲手抱一抱俩孩
子， 当了奶奶的高德芬还是难掩
兴奋之情。 “天天能看看，就觉得
幸福。 ”高德芬说。

上有老下有小儿媳妇孝顺
不减从前

照顾新出生的婴儿本来就不
容易，多了俩孩子，高德芬又全身
瘫痪，不仅帮不了儿媳妇的忙，反
而需要别人的照顾， 但是俩人却
无怨无悔， 做了母亲知道当妈的
不易，对高德芬更孝顺。在聊天的
过程中，俩人不是帮老人掖被子，

就是上前询问要不要喝水、 上厕
所， 虽然手里各自抱着、 哄着孩

子，但是心里却时刻不忘婆婆。

“别人都是婆婆帮忙照顾儿
媳妇坐月子， 帮忙照顾孙子、孙
女，我自己这样还需要她们伺候。

说句实话， 能碰见她们是我的福
气，别的不说，一天光把我从沙发
上扶起来吃饭、喝水、上厕所等，

就得费不少功夫。 大儿子有残疾
照顾自己都有问题， 老伴儿和小
儿子要出去工作， 照顾我和孩子
的责任都落在儿媳妇身上了。 ”高
德芬疼惜地说。

困难面前互帮互助妯娌和
睦羡煞旁人

大儿媳妇李萍的孩子， 因为
发育不全患有面瘫、 耳朵失聪等
疾病，刚出生两个月，在郑州治疗
就花费了两万多元。今年，孩子的
降临，在欢喜之余，又多了一重负

担，不过，在困难面前，高德芬一
家却团结得更紧密了。

俗话说“兄弟和不算和，妯娌
亲大家亲”。 由于大儿子天生残
疾、高德芬又瘫痪在床，一家人的
开销全靠老伴儿和小儿子外出工
作支撑， 大儿子一家几乎没有生
活来源， 而给孩子看病又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不过，高德芬告诉记
者，小儿媳妇曾祥玉却没红过脸，

有钱都是放在一起花， 没分过你
的我的。 “我们能嫁到一家就是缘
分，有问题说出来，有困难大家一
起解决都是应该的。 ”曾祥玉说。

在采访过程中， 没有婆婆的
帮忙，妯娌俩人互相照看孩子，你帮
我冲奶粉，我帮你洗尿布，甚是和睦。

“我们俩就像姐妹，有弟妹的支持，

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 ”李萍说。

重访高德芬一家———

孝顺儿媳妇添了娃 有钱都是一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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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信阳晚报》记者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
了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与他们同喜、同悲，同
时， 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感动与思考。

2013

年即将走

过，我们曾经关注过的人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我们曾
经关注过的事又有哪些变化？ 即日起，我们开设《

2013

那人那事》专栏，再度回访，与他们共同回味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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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在河区五星敬老院采
访时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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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年棋友正在干净整洁
的老年活动室内全神贯注地下着象棋，

玩得不亦乐乎。

本报记者张继疆摄

编者按

老有所乐

“双十二”促销来袭

多数消费者不买账

信阳消息（记者王洋）如今商家
的炒作可谓层出不穷，“双十一”才过，

“双十二” 概念又被商家推了出来，电
商、 实体店各种促销活动正如火如荼
地进行。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相比于
“光棍节”疯狂购物，不少市民对“双十
二”炒作有点不买账。

昨日， 记者进入多家电商购物网
站看到，“

1212

年终盛典”“

1212

享回
馈”“不要错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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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种促销广告
已遍布网站首页。 与一向“好战”的电
商相比， 记者走访我市中心城区多家
实体店铺发现， 不少实体商家也不甘
示弱，引入了“双十二”及圣诞系列促
销的概念，不少服装、金银首饰等商品
都有优惠， 以此吸引消费者的关注。

“最近几天， 我已经收到包括网上卖
家、 实体店铺的促销短信

10

条左右
了。 ”市民井小姐说。

相对于商家的热情， 很多消费者
却反应冷淡， 有的是因为两个促销离
得太近，“双十一” 所购物品还未消化
完，已经“元气大伤”；有的是觉得商家
接踵而来的炒作毫无新意，心生厌烦。

“我‘双十一’买的一大堆东西还不知
道怎么处理呢， 好多都是头脑一热
买回来，发现派不上用场，我还准
备放在网上转手出去呢。 ”市民刘
小姐告诉记者， 身边的朋友对“双
十二”大都表现淡定，再也没有“双十
一”轻点鼠标，几分钟时间就花掉几千
元的潇洒了。 看惯了促销商战的市民
刘先生则对商家“双十二”的炒作有点
反感。“要说‘双十一’炒作光棍节还有
点新意，‘双十二’就没什么意思了，现
在的商家一见到节日就兴奋， 但凡有
点噱头就大做文章， 节日都变成消费
日了，毫无内涵可言。 ”刘先生说。

不过，对于部分将在“双十二”出
手的市民，本报还是要提醒理性购物，

首先要考虑商品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不能看到价钱便宜就买；其次，要注
意折扣的真实性，因为有些商家会
提高价格加大折扣的虚假打折行
为来吸引消费者，所以消费者购物
前最好先了解市场价格， 通过对比之
后再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