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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总是会眷顾那些执着忘我，甘于奉献的人……
2016年，66岁的李淑云，忍痛割爱，放弃了她钟爱

一生的护士工作，回到家里甘愿做婆婆一个人的贴身护
理，还经常照顾儿孙们的衣食住行。她用自己的言传身
教，把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传承。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李淑云被评
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源于她曾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
育和代代相传的良好家风。父母尊老爱幼的优良品德，
曾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大爱的种子……

1951年6月，李淑云出生在河北省河间县一个普通
职员家庭。父亲李德兴从旧社会的店铺雇员到建国后的
供销社职员直至离休。母亲是一位吃苦耐劳，温良贤惠
的家庭主妇。从李淑云记事的时候起，由于爷爷奶奶年
事已高，丧失了劳动能力，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冬天
爷爷奶奶住炕头，夏天住炕梢。小鸡下蛋全给爷爷奶奶
吃，小米粥加点糖精就算爷爷奶奶的细粮了。三年困难
时期，全家人只能吃玉米面糊糊掺野菜，有时还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可父母孝敬老人的品格却在她幼小的心灵中
埋下了爱的种子。

上个世纪60年代，李淑云的父亲因工作调动举家搬
迁到通榆县鸿兴公社，后又迁至八面公社。李淑云的童
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的农村没有集
市、超市，烧柴自己打，蔬菜自己种，养猪全靠割野菜。在
农村生活了二十几年，李淑云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本
领，练就了吃苦耐劳的品德。

1972年 3月，李淑云以优异成绩考入县师资培训
班，毕业后，走上了教学岗位，成了一名光荣的“顶编代
课”教师。

1976年3月，父亲因患病住进了医院，一周之后病
情好转，但后续治疗仍需打针服药。继续住院，家中的经
济已捉襟见肘，实在难以支付昂贵的住院费。正在全家
人左右为难的时候，机缘巧合，县中医院要招收一批护
士，可以边干边学。于是，李淑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
征得父母的同意，弃教从医，为了给家人打针治病，也为
了以后方便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李淑云是一个执着严谨、办事认真的人。不论什么
事，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在县中医院几十年的
工作中，她先后坐过门诊，管过材料供应，负责过妇科病
房的医务护理，当过护士长，直至退休。不论干什么工作，
她都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她干
一行，爱一行，行行干得很出色，样样都是排头兵。在她工
作的几十年中，真可谓“锦旗奖状挂满墙，荣誉证书装满
筐”，这些是对她几十年工作的最高褒奖和真实写照。

结婚有了家庭以后，既要忙于料理家务，又要相夫教
子，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在她和老伴儿的精心培育下，两
个儿子渐渐长大成人，相继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上
衣食无忧。儿孙们经常回到家里与老人团聚，一家9口，
四世同堂，和睦幸福。

老伴儿董喜林，年长李淑云一岁，上个世纪70年代
的退伍兵。复员后先被安排在吉林油田工作，为了照顾
年迈母亲的晚年生活，他主动要求回老家通榆工作，调回
通榆后一直在粮食系统工作。

董喜林父亲早年病逝，是母亲一个人拖着“三寸金
莲”，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风里
来雨里去，把当时还没成年的3个子女拉扯
大。李淑云结婚的那天晚上，贺喜的人们渐
渐散去，董喜林心事重重，几次欲言又止。丈
夫的心事，她已猜到了八九不离十。没等董
喜林开口，李淑云就抢先直奔主题。你是不
是想说妈养老的事？谁人都有双重父母，孝
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当
儿女的责任和义务。只要老人同意，我愿意
伺候她一辈子，直到养老送终。一席话说得
董喜林感激涕零。新婚第三天，董喜林就赶
回单位上班了，家里留下新婚的妻子和年迈
的母亲。从此，李淑云和婆婆在同一屋檐下
生活了5年。她也学着父辈的样子，冬天让
婆婆住炕头，夏天让婆婆住炕梢。每天给婆
婆做可口的饭菜，还时不时地给婆婆开小
灶。娘俩处得跟亲母女一样，从未分过心，红
过脸。有一次，婆婆生病住院，丈夫不在家，
李淑云白天坚持上班，夜里带着孩子陪床护
理，端屎端尿伺候了12天，直至病愈出院。
同室的病友都以为这是一对母女，出院的时
候，大家都以敬佩的目光为她们送行。

婆婆董翟氏，1913年出生，如今104岁，
是通榆县第一位女性高寿老人。李淑云结婚
40年，婆婆和她风雨同舟四十载，从未分开
过。李淑云的婆婆是个刚强自立的女性。她
在花甲之年，仍走街串巷，卖冰棍、蔬菜、瓜果
梨桃挣些小钱，贴补家用。当时已是妈妈的
李淑云，中午下班后，忙完家务、喂孩子吃完
饭后，急忙把准备好的饭菜送到和婆婆事先

约定好的地点，然后再去单位上班。寒来暑往，一送就是5个年头，从未睡
过午觉，也从来没有因为繁重的家务而影响工作。

2006年，56岁的李淑云在人们的一片赞扬声中光荣地退休了。可李
淑云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七口，当时二儿子还没成家，繁重的家务依然
无法卸任。恰在这个时候，董喜林因企业转制而下岗待业，还要自筹资金交
社保。董喜林早些年就得了糖尿病，常年靠打针吃药维持。下岗以后，年龄
大，体弱多病，出去打工没有人愿用。面对几近入不敷出的家庭经济状况，
董喜林整天唉声叹气，难见笑容。

李淑云坚强而乐观，没有被眼前的一切吓倒，对老伴儿董喜林说，有我
在，不要怕，眼前这点困难算什么！天无绝人之路，你不行，我行！你在家照
看好一家老小，我出去打工，把你下岗的那份工资挣回来，咱照样过好日
子。于是，她背上行囊，踏上列车，只身去北京闯荡。

正当她满怀信心在北京奋力打拼时，一个电话把她从北京召了回来。
理由很简单，婆婆离不开她。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过通榆这个小县城。

此后，为了维持生计，她先后在县城里给双职工家庭做过钟点工，到私
营诊所当过护士。在护士这个岗位上，她一干又是七八年。她扎针的技术
特别过硬，别说是给成年人静脉打吊针，就连给婴幼儿扎头皮针，都能做到
一针成功，而且从不戴老花镜。

李淑云孝亲敬老的美德耳濡目染地影响着后辈人，儿孙们回到家里，首
先到老太太的房间嘘寒问暖。两个儿媳妇经常有说有笑地为奶奶婆婆擦身

子、洗头发，帮助婆婆拆洗被褥……一家人欢声笑
语，其乐融融。

进入21世纪，李淑云的婆婆老年疾病步入高发
期。先是得了疱疹，接着是阑尾炎、青光眼手术，几
次手术把老人折腾得有点承受不了，李淑云更是身
心疲惫。不管哪次住院、手术，第一个陪护的总是李
淑云，因为老人离不开她。有一次，李淑云的婆婆因
重感冒引发综合症住院数日，病情发展到重度昏迷，
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亲人们围在病床前哽咽、
哭泣。李淑云强忍悲痛，控制情绪，郑重而严肃地对
大家说：“老太太真的熬不过去了，我们也不要太伤
心，只要老太太还有一口气，我们能做到问心无愧就
行了。我可不愿看到活着不孝，死了乱叫的场面。
平时对老人好点比啥都强。”几经抢救，在亲人们的
精心护理下，老太太与死神擦肩而过，竟奇迹般地活
了下来，一直幸福地活到现在。

2009年，老太太的大女儿因病先她而去了。春
节时晚辈们都来给老太太拜年，唯独不见大女儿，老
太太感到蹊跷，随口问道：“大闺女怎么没来？”大家
心里早有准备，不约而同地告诉她：“你大闺女腿疼
走不了路，等好了以后再来看您。”老太太深思了一
会儿说：“来不了也不打个电话，怪让人惦记的。”说
着就让孩子们打电话，这可难坏了众儿孙。还是李
淑云急中生智，借着添菜的机会，跑到楼房过道里，
装着大姑姐的腔调和老太太通了电话。老太太不知
缘由，通话后信以为真，了却了心愿。李淑云用善意
的谎言，换来了老人的开心快乐。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谁知道伺候高
龄老人的艰辛呢？婆婆糊涂之后，经常尿床拉裤子，
李淑云每天不时地给婆婆擦身子、洗内裤、拆洗被
褥，两个儿媳妇赶上就伸手帮忙，从不嫌弃。孝亲敬
老的传统美德已在董氏家族中蔚然成风，代代相传。

李淑云的婆婆神志不清之后，饮食上格外挑
剔。李淑云总是不厌其烦地调着样儿给婆婆开小
灶，甚至到小吃部给婆婆订餐。时间长了，小吃部老
板知道是给百岁老人订的餐，很认真地说：“不要
钱。”李淑云深知人家小本生意不容易，客气地说：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这钱你们一定得收，如果你
们执意不收，我就不在你这儿买了，我婆婆也就吃不
着了。”听她这么一说，老板才勉强收了成本钱。

李淑云结婚40年，她给婆婆当了40年护工。婆
婆董翟氏之所以能活到104岁，与李淑云的悉心照
料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40年来，每当婆婆生病、住院，她
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测血压、量体温、打针服药，把婆
婆伺候得服服帖帖，心满意足。

2014年，李淑云被国家敬老爱老主题教育活动
组委会评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2016年，李淑云
家庭被通榆县妇联评为“最美家庭”。

今年3月以来，洮北区法律
援助中心认真贯彻落实省法律
援助中心《关于开展全省法律援
助系统“法律援助服务民生阳光
行动”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和
《吉林省法律援助业务工作标
准》，通过法律援助管理创新，以
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实现社会
公平和正义为目标，不断提升法
律援助水平，努力实现法律援助

应援尽援。
一是继续强化基层法律援

助工作站建设，规范工作制度和
运行机制，更好地发挥其在咨询
接待、开展宣传、转交申请等方
面的作用。二是畅通12348法
律服务热线。严格值班制度、规
范服务、文明接待、配备专业律
师解答咨询。三是认真做好法
院、检察院、公安局通知辩护刑

事案件衔接办理工作，积极承办
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和
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四
是大力开展法律援助业务，积极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截至一季度，共受理各类法
律援助案件7件。其中为未成年
人代理6件，为残疾人代理1件，
免费解答法律咨询50余人次。

（翟海燕 本报记者 汪伦）

按照洮北区委“解放思想事上见，撸起袖子加
油干”的精神，近日，洮北区文联、洮北区作家协会
一行10人组成扶贫走访组，深入“结对帮扶”联系
点洮北区东风乡长青村开展“结对帮扶传真情”进
村入户回访活动。

每到一户困难家庭，他们将个人捐款送给困
难群众，并倾心攀谈，了解贫困户的家庭收入、
住房和生产生活等最新状况，叮嘱他们有困难和
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将会尽力提供帮助。扶贫
中，区文联机关干部和作家们从不同角度参与到
扶贫工作中，积累创作素材的同时，用爱心传递

温暖。
此次帮扶活动，是今年以来洮北区文联深入

东风乡长青村开展的第三次帮扶走访活动，也是
洮北区作家协会首次扶贫走访活动。体现了洮北
区文联、洮北区作家协会对贫困户的关注与关爱，
是扎实有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
态化的一项具体举措。通过开展活动，使结对的困
难家庭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增强
了机关干部与作家们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体
现到人民当中去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密切了党群
干群关系。 （杜波 本报记者 李彤君）

“俺白鹤社区的工作人员真是好样的，心里装
的都是居民的事儿。这所旧房子拆得好啊，瞧，不
仅美观了居住环境，还令我们的小区宽敞了。”近
日，家住文化小学北墙外的李阿姨，提起在老城改
造中社区为居民办的实事赞不绝口。

李阿姨介绍，自家在这个小区居住了10多
年。搬来住时，位于文化小学北墙的那所旧房子就
已存在。那时，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就能看到那所历
经风霜的房子，因为年久，房子外观还真有碍环境
的美观。去年，小区改造拆违时，附近的居民无不
期待将其拆除。于是，居民们找到社区反映此事。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社区早就开始对此事开展协
调工作。最终,在这“住”了几十年的旧房子被拆除
了，小区变宽敞了，附近居民的心更敞亮了。

据了解，此处房屋建于1959年，产权系文化

小学所有，原系物业用房。前几年，物业弃管后，
现已闲置。在2016年的拆违中未列为违建。但考
虑到其由于年代久远及占用小区通道，在今年老
城改造之老旧小区改造中与设计景观及通道极其
不匹配，且占用部分小区面积。经白鹤社区主动与
文化小学友好协商，并报请老城改造指挥部同意，
在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对此处房屋予以了拆
除。在解决拆违遗留问题的同时，还给小区居民增
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确保了小区改造工作的顺
利进行，实实在在为居民办了件大好事，受到了小
区居民的赞扬。难怪李阿姨在采访结束时竖着大
拇指说，社区工作真到位，老城改造真惠民。

路遇老人摔倒，是扶还是不扶？眼见有人
突然罹灾，是救还是不救？以往此类问题一直
让人们困惑不解，扶了怕沾包，救
了怕被讹；不扶不救，善者又深感
愧疚。现在好了，助人为乐者若遇
到上述事件时，完全可以无虑果断
地去扶去救。为什么？因为我国已
出台了“好人法”。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第 184 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
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善意救助
责任豁免规则，被称作“好人法”，其
用意是鼓励善意救助伤病者的高尚
行为。同时，也有力地制约了人们严
守道德规则，更给司法办案提供了法
律依据。

“好人法”让善意救助者放开了
手脚。这一条文最重要的法律价值，
就是保护善意救助者不受民事责任
追究。为鼓励公民对不负救助义务的
他人实施救助，赋予善意救助者必要
的责任豁免权。从法律上、制度上给
予全面的保障。这样一来，对善意救
助者来说，就丝毫不会有什么沾包
呀、责任呀、赔偿呀等任何顾虑，一定
会毫不迟疑地、理直气壮地、手脚利
落地去实施救助。由此不难想象“好
人法”实行以后，好善乐施、见义勇为
和舍己为人的传统美德必定会在全
社会发扬起来。

“好人法”给恶意诈骗者堵死了
邪路。摔伤等临难者被救助以后，对
施救者感恩不尽，这是有回报讲道德
之必须。但也绝非都是如此，有的却
恰恰相反，不但不感恩，反而肆意诬
陷施救者，妄想诈取赔偿之好处。此类不良讹人
者也不是个别。“好人法”关于“救助者不承担民
事责任”的规定，彻底击溃了讹诈者的美梦，真正
堵死了他们想从施救者身上捞取赔款的歪门邪

道。从其意义上讲，“好人法”制约了人们必须严
守法律法规，不可任意妄为。

“好人法”为办案者提供了法律
依据。由于这方面法律的短项缺失，
有的案件尽管司法机关判决了，民众
却百般争议，不予认同。像《人民日
报》曾刊登过的河南大学生李凯强扶
起摔伤的徐老太太，反被其指认为肇
事者就是此类典型的案例。当李凯强
收到赔偿 7.9 万元的法院判决书时，
反复强调“自己是助人为乐的，我是
清白的”！此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新
浪网近10万人的问卷调查中89.7%的
人“感觉寒心，如今好人难做”。凡有
理智者都会相信，如果当时有“好人
法”，办案者一定会依照其中关于“因
自愿实行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
伤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
规定判决，根本不会让李凯强赔偿7.9
万元，若是如此，也不会引起网上数
十万人的异议和反对。此案清楚地告
诉人们：法律依据是多么重要，无法
可依是多么可怕！“好人法”的实际价
值就在于填补了我国法律的空白，自
然就为司法机关提供了这方面的法
律依据，从此类似李凯强的悲剧就避
免了重演，更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法规
进一步的健全完善起来。

虽然“好人法”仅是 29 个字的
条文，从宏观层面上说，它在依法
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上却做出了
新的贡献。在此方面起到了举足轻
重、前所未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好人法”实施以后，必将大大
促进人们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高尚
品德的形成和升华。从“好人法”
的法律价值、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

看，还不值得点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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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故事

社区工作真到位 老城改造真惠民
□本报记者 薄秀芳

洮北区文联 洮北区作家协会

开展结对帮扶传真情活动

洮北区法律援助中心

深入开展“法律援助服务民生阳光行动”

李淑云在为婆婆测血压李淑云在为婆婆测血压。。

李淑云和丈夫伺候婆婆吃饭李淑云和丈夫伺候婆婆吃饭。。

寻找最美白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