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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信阳东方红教育举办裤兜作文比赛，吸
引市内 10 余所小学 400 多名学生参赛， 受到学生和家
长的欢迎。 图为学生家长在参观获奖学生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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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候瘫痪母亲，照顾耳聋的哥哥，教导子女孝顺，51岁的李文永说———

“孝义是咱的传家宝！ ”

孝义当传家宝，家庭和睦邻里羡

“从小到大， 家里有了好
吃的，都是尽着老人先吃。 每
次逢集，母亲去集上买了好吃
的，首先就要先送一些给奶奶
吃。 她吃好了，才轮到我和弟
弟。 ”李文永的女儿告诉记者，
父母的教育就是尊老在前，爱
幼在后。

逢年过节回娘家时，李文
永的女儿喜欢给家里长辈买

衣服。 “他们一辈子辛苦，养儿
育女、照顾老人，不舍得给自

己花钱，我就给他们带回来。 ”
无论是夏装，还是冬装 ，李文
永和李文坤兄弟俩的衣服基

本差不多。 李文永对记者说：
“孩子孝顺，这些年，我俩的衣
服都是女儿买来的， 她总说，
伯父无儿无女，自己就是他的
亲女儿。 ”

没有总是一帆风顺的生

活，瘫痪的母亲和耳聋的哥哥
反而让李文永一家更懂得体

谅和孝道。 “奶奶这两年有些

糊涂了，之前，她总是害怕给
家人添麻烦，也常常对左邻右
舍说拖累了孩子。 ”李文永女
儿说， 伯父也总是埋头干活，
总想给爸妈减轻点负担，他们
总能想到对方的不易，尽力将
家庭责任多担一点。

家庭和睦、 儿女懂事，邻
里间没有不佩服李文永的。有
时聊起来， 别人讨要诀窍，李
文永总说：“没啥诀窍，孝义是
咱的传家宝！ ”

机场巴士专线客源稳定
平均每天有近百人从市区乘巴

士前往明港机场

信阳消息(记者 张方志)为实现航空客运与道路客运
的无缝衔接，方便旅客来往机场与市区，信阳市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根据明港机场航班时刻表， 于 10 月 28 日上午
正式开通了市区至明港机场的巴士专线。如今，这条巴士
专线已经运行了 8 天。 据了解，在过去的 8 天时间内，信
阳市区至明港机场的巴士专线旅客客源稳定， 平均每天
都有近百人从市区乘坐巴士前往机场。

昨日上午 9 时 30 分，记者来到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旗下的信阳汽车站， 这里是信阳市区至明港机场的
巴士在信阳的始发点。恰好，一辆载有旅客的机场巴士正
准备驶出车站。通过观察，记者发现通往机场的巴士为新
能源汽车，前挡风玻璃上方安装有电子显示屏，屏幕上有
红色大字，注明信阳到明港机场。 同时，汽车前挡风玻璃
的右下方也张贴有金通酒店到明港机场的标识牌。

信阳汽车站副站长许洋告诉记者， 信阳至明港机场
的巴士专线目前共有 4 辆新能源汽车循环往来， 市内共
设有 5 个停靠点，依次是金通酒店、市图书馆、中乐百花
酒店、锦江国际大酒店和信阳东站。 许洋告诉记者，目前
信阳市区至明港机场巴士单程票价成人每人为 15 元，信
阳汽车站售票窗口及线上均可购票。同时，为了方便途中
旅客购票，4 辆新能源汽车内均装有支付宝和微信扫码
购票系统。

据了解，从正式运营之日起，目前信阳市区至明港机
场巴士旅客客源稳定。“机场巴士从信阳市区至明港机场
每天最早班次为 5:30，最晚为 20：20；明港机场至信阳市
区最晚班次是夜晚 23:30。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
四天，每天 7 个班次；周二、周四、周六这三天，每天 5 个
班次。 ”许洋告诉记者，“从目前旅客人数上来看，客源还
算可以，也很稳定，平均每天近百人。 ”

在熟人眼里 ，51 岁的李
文永让人敬重。 “他伺候老母
亲，照顾耳聋的哥哥，他肩上

扛着‘孝义’。 ”11 月 4 日，记
者到罗山县潘新镇李桥村采

访，提起李文永，几位村民都
能说上几句。

李文永家不难找， 与别家

相比，他家门口晾了很多衣物、
布片，记者细数，有 8 件之多。
“那是我母亲的， 她不能自理，
一天得洗好几件。 ” 看记者好
奇，李文永轻描淡写地说道。

伺候瘫痪母亲，6年他瘦 30多斤
常言说 “久病床前无孝

子”，李文永可是老母亲病床前
的孝子。2012年夏天，年过八旬
的母亲不慎摔伤，因年事已高，
关节受损，卧床不起。 自此，照
顾好老母亲， 成了李文永和妻
子周秀敏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母亲卧床不久之后，李文
永打起了床的主意，花了两天
的功夫改造床板。 改造后，靠
近床头的那一半由三块活动

木板支撑起来，可以像医院的
护理床一样， 调节成几个角

度，躺上去更舒适。
6 年来，母亲生活一直不

能自理。 洗澡、洗发、剪头发、
剪指甲这些日常活计，都是李
文永和周秀敏一起侍弄。为了
让母亲吃得好，周秀敏没少操
心，净挑老人爱吃的菜做。 她
喜欢吃饺子， 周秀敏就常包。
逢集时买回好东西，周秀敏也
是先给母亲送去。

采访当天中午，李文永先盛
好了饭菜给母亲送去，等母亲吃
完，他才吃。吃完饭后，他带上橡

胶手套， 径直走到母亲屋里，掩
上门。突然，传出作呕声，他赶忙
推门出来，站着干呕。然后，又进
去，拎出一桶脏衣物，忙去清洗。

“奶奶就像小孩一样，不记
肚， 吃点东西一会儿就要拉出
来。 ”李文永的女儿告诉记者，
“我爸伺候奶奶总是亲力亲为，
不让旁人动手。奶奶肠胃不好，
吃了就拉， 每次父亲帮奶奶擦
洗总要干呕。 夜里又要起来给
她翻身，很辛苦。 这 6年来，他
瘦了30多斤。 ”

同吃同住 30年，耳聋大哥有依靠

在李文永的心里 ，62 岁
的哥哥李文坤有着特殊的地

位。 因儿时一次高烧误诊，李
文坤落下了耳聋的残疾 ，听
力受损，语言表达也受影响。
不爱与人交往的李文坤一直

没有成家。 起先，跟着父母生
活。 后来，弟弟成家，父亲去
世， 他便与弟弟一家生活在
一起。

李文永家是两层的楼房，

二楼其中一间向阳的卧室就

是李文坤的住处，另外一间则
是女儿的卧室，楼下住的是李
文永两口子。 30 年来，李文坤
与弟弟、弟媳、侄子、侄女同吃
同住，就是一家人。

李文永女儿大学毕业那

年， 第一个月的工资刚到手，
她就回家带着伯父李文坤去

信阳，到医院找医生，咨询伯
父的耳朵还能不能治好。由于

患病已久， 医生说很难治疗，
她就花钱给伯父买了助听器。
在她的心里，这个少言寡语的
伯父跟父亲一样亲。

不爱说话，爱干活，砍柴、
种菜、帮着照顾母亲 ，李文坤
默默地做着力所能及的活计。
“别看他平时话少， 有啥事总
是藏在心里。 ”李文永说：“兄
弟就像手足，这聋哥哥我肯定
得管到底。 ”

荨李文永照顾母亲
▲40 年前，李文永与母亲合影

本报记者 马依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