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萤火虫也能照亮夜空
雷晓燕

� � � �在龙泉，有位姑娘叫叶景芬，她小时候因患视网膜疾
病失明。 2016 年，作为全省考上公办本科学校的 3 名视障
考生之一，当年 9 月份，她将远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就读。

多年来，她始终用心来“看”世界，用盲笔追寻指尖上
的光明。 她的坚强、乐观和上进，感动了我。 经过前期采写，
她的事迹刊登在当年 9 月 2 日的《丽水日报》上。

一般来说，报道刊发了，记者的工作可以就此画上句
号了。 但我在采访中得知，9 月 1 日，叶景芬母女俩要坐客
车从龙泉赶到丽水， 然后从丽水乘坐高铁到杭州东站，再
转至杭州城站乘火车去长春。

龙泉到丽水，100 余公里； 丽水到杭州，300 余公里；杭
州到长春，近 2500 公里。

近 3000 公里的求学路，让母女俩犯了难：母亲小学文
化程度，没有出过远门。 此次出门，母亲要扶女儿，又要扛行
李，还要住酒店，换乘客车、高铁和直达特快列车。 如果得不
到帮助，盲人大学生的千里求学路将走得分外艰难和曲折。

我认为，记者不仅仅是社会的记录者，更是社会责任
的担当者。 没有多想，我决定尽己所能帮助她。

9 月 1 日，我和部门的同事一起，先从丽水市区坐客车
到龙泉， 然后陪同叶景芬母女从龙泉坐客车到丽水市区。
一下车， 事先联系好的丽水市残联领导和志愿者前来接
站，并将母女俩送到酒店住下。

9 月 2 日一大早， 我们和母女俩一起到丽水高铁站取
票、上车。 火车很快到了杭州东站，出了东站，来自中国美
院的志愿者早就在出口处等候了。

志愿者将我们送到杭州城站后，凭着重点旅客服务联
系单，不仅顺利进入候车室，还提早半个小时，把母女俩送
上了火车。

9 月 3 日下午，母女俩顺利抵达长春大学。 到长春大学
的第一时间，叶景芬给我发来信息表示感谢。 她说，感谢记
者和所有爱心人士的帮助，我才能顺利报到。

她还说，她一直以为杭州东站就是杭州城站，要不是
记者和志愿者与杭州城站提早联系并一路护送，光靠母女
俩，拎着这么多的行李，加上不认识路，很有可能赶不上火
车。

送母女俩上火车后， 我和同事抓紧时间赶回丽水，利
用周末加班加点写稿、整理图片、排版。 9 月 5 日，周一，《盲
人大学生千里上学记》整版刊发。

记得做好版面后，回家睡了个天昏地暗。 因为采访前
我得做流程预案，事先联系好志愿者，实现龙泉、丽水、杭
州三地爱心接力，确保母女俩走得顺畅。 一路上还要采访、
思考如何报道，还得帮忙提行李、搀扶叶景芬。 从 9 月 1 日
去龙泉到 9 月 4 日做好版面，我和同事奔波 800 多公里，周
末又加班加点，感觉体力快撑不住了。

虽然累，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值。 因为，正是当
初的“多此一举”，才有后来读起来暖暖的第二篇报道。 可
以说，第二篇报道是第一篇报道的延伸和深化，是脚力和
脑力的升华。

如今，叶景芬读大四了，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后年夏天
毕业后，不仅能自食其力，改善家庭条件，还能服务、回报
社会，这一切，都朝着我的预想前进。

当记者，我们所能做的，也许不仅仅是记录这个世界。
我们就像萤火虫的光芒，虽微弱，汇聚起来也能照亮夜空。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每次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出差，
年幼的孩子总会带着哭腔问：妈妈，你又要出差了吗？ 我不
敢回答。

时间到了，该出门了，我背起包，迈出家门。 我不敢回
头，只能大步向前走，因为，我听到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

一道家门，门里是亲情和内疚，门外是初心和使命。 每
次面临选择，心里都万分为难，但记者的职责始终使我的
人生天平向初心和使命一边倾斜。

因为，我是一名党报的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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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 月初， 遂昌县妙高街道庄山村资
口自然村的一个农家小院， 院里一片姹
紫嫣红；屋内生活物品收拾得清清爽爽，
让人看着很舒心。

小院的主人 ， 是 73 岁的郑呈环老
人。 她虽然已是满头白发，但依然身体硬
朗。

郑呈环老人一家有 40 多口人，家庭
成员之间和睦相处， 是村里有名的好人
家———在她大儿子家的墙上， 张贴着庄
山村慈孝家庭星级榜，在“小孝”一栏，他
们家贴满了 5 颗星。

“我们一家人关系很好，我结婚快 20
年了才分家。 分家时，三弟媳说，舍不得
分家，分家后吃饭都不香了。 ”老人高兴
地说， 分家后， 大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
好，有事情都会互相帮忙。

“家庭和睦，比什么都好。 有这样舒
心的日子，我争取活到 100 岁。 ”老人笑
着说。

干活勤快脾气好
她是婆婆的好帮手

郑呈环出生于 1947 年，她的丈夫叶
火洪是家中老大， 也是家中的顶梁柱 。
“嫁到他家时， 三个小姑子有两个出嫁
了。 家中还有 16 岁的二叔、12 岁的三叔
和 5 岁的小叔。 ”郑呈环说，婚后，家中孩
子主要由婆婆照顾，她和丈夫下田干活。

“我既然嫁到他们家 ，成了大嫂 ，就
有责任照顾好这个家。 ”朴实的郑呈环不
会说漂亮话， 却用自己当时仍稚嫩的肩
膀，和丈夫一起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都说婆媳关系最难处理， 但对她和
婆婆来说，不难。

每天清晨 3 时 30 分， 天还没有亮，
郑呈环就早早起床做饭。 一是因为柴火
湿，火力不猛，必须早起；二是“家里孩子
多，婆婆一个人照顾也很累。 我多做点家
务，再出门干活，婆婆也能轻松点。 ”她如
是说。

晚上，收拾好家务，她和婆婆点着油
灯做布鞋。 婆婆眼睛不好，负责做鞋样和
鞋面；郑呈环年轻，眼神好，就负责做鞋
底。 细细密密的针脚、结实的布鞋，受到
了全家人的喜欢。 过年时，每人脚上的新
布鞋，就来自婆媳俩的挑灯巧干。

嫁到叶家后，郑呈环里里外外忙碌，
却从来不叫苦。 “年轻的时候不怕累，白
天干活累了， 晚上睡一觉， 力气又回来
了。 ”

在叶家，婆婆当了很多年的家。 有时
累了， 也会发脾气， 把火撒到郑呈环身
上。 每次，郑呈环都不生气，照样对婆婆
笑脸相迎 。 她对记者说 ：“婆婆也不容
易。 ”

婆婆很喜欢郑呈环。25 年前，婆婆临
终前，拉着郑呈环的手说，“你真好啊。 ”

这句话，郑呈环到现在想起来，都很
开心。

相亲相爱
分家后大家庭仍然和和气气

1967 年，二叔叶关水 21 岁，到了成
家年龄。 叶家近 10 口人生活在三间泥坯
房中，要结婚，肯定要另寻住处。 于是，在
婆婆的“主持”下，她和丈夫开始张罗盖
新房。

第二年，一幢土木结构的新房建成，
二叔顺利成了家。 而郑呈环和丈夫仍选
择住在老房里， 并将另一半新房留给三
叔将来结婚用。

“大嫂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确
实不容易。 ”今年 73 岁的叶关水想起当
年的情景，仍很感激。

1983 年，在郑呈环和丈夫的操持下，
家中盖起第二幢新房。 他俩才带着孩子，
和婆婆一起搬进了新房。

等到小叔子结婚后，一大家子已经有
20 多口人，仍每天在一张桌上吃饭，大家
客客气气，和和睦睦。

“一直到四弟的孩子两岁了 ，我们才
分家。 ”叶关水说，大哥大嫂结婚后，完全
可以单过，但他们从没有提过分家 ，和母
亲一起操持大家庭，整日里为弟弟们精打
细算，看到他们都成家了，才松了一口气。

1982 年分家的时候，郑呈环的三弟媳
黄珠球甚至建议不要分 ，因为 “大家同桌
吃饭，热闹”。

郑呈环的婆婆在世时，经常对孩子们
说，“一家人在一起 ，不管是穷是富 ，一定
要和和气气。 ”

长辈的教导，小辈都记在心里。
“虽然分家了，但我们一直跟孩子讲，

我们仍是一家人。 ”郑呈环说，她的丈夫两
年前因病去世，“他在世时，对孩子们要求
很严，不慈不孝的事情绝不允许发生。 ”

如今，这个大家庭有近 50 口人，家庭
成员平时因为工作关系， 很少聚在一起，
但过年时，是一定要聚的。 “过年几天，孩
子们都是轮着聚， 三四张桌子摆起来，很
热闹。 ”

黄珠球告诉记者 ，分家后 ，四兄弟之
间很和睦，只要谁家有事 ，大家都伸手帮
忙，“如今我们几个妯娌也都老了，没事的
时候串串门，聊聊家常。 ”

叶家的和谐，在当地很出名。
1983 年， 郑呈环被遂昌县妇联评为

1982 年度好媳妇；1984 年， 叶家被原所在
乡政府评为五好家庭；1991 年， 郑呈环在
“双学双比”中，荣获三等奖……

这些奖状， 被她夹在大相框的背后，
仔细珍藏着。

不显摆， 却在心里默默地骄傲着，像
极了这位农村老人的秉性。

慈孝传家
她从好媳妇变成了好婆婆

年轻时，郑呈环是好媳妇；年老时，她
又是出了名的好婆婆。

记者和郑呈环聊天间隙，她的小媳妇
吴凤华干活回来了。 记者注意到，人到中
年的吴凤华穿着厚厚的工装，后背被汗水
打湿了一大片。 “妈，我先回去洗个澡。 中
午你就不要自己烧了，我来做饭。 ”吴凤华
和婆婆打了招呼。

“儿子们都盖了新房，宽敞明亮，这边
就是小儿子的房子，漂亮吧。 ”郑呈环指着
紧挨老房子右边的一幢小洋楼，脸上透着
开心，“他们都让我去住新房， 我不习惯，
还是老房子住得舒心。 ”

郑呈环说 ， 儿女们虽然不是大富大
贵， 但都凭着自己的双手挣下一份家业，
生活安稳，难得的是孩子们都很孝顺。 “看
着他们平平安安的，我就安心了。 ”郑呈环
说，子女怕她一个人住寂寞，每逢寒暑假，
都会特地让孙辈陪她。

说着 ，郑呈环还拿出几张照片 ，那是
她和丈夫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合影 。 “几年
前，老头子身体还健康 ，说我辛苦一辈子
了，要带我去北京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孩子们知道后 ， 特地安排二媳妇一路陪
着。 ”

郑呈环辛劳了一辈子，懂事的子女想
让她多休息，享享清福，可她闲不下来，总
想着帮着孩子们干点活。

到了箬叶采摘的季节，郑呈环经常上
山采箬叶、做霉干菜 ，孩子们想吃的时候
随时包，“梅干菜肉粽最香了，孩子们都爱
吃。 ”她笑着说，

在庄山村做了二十多年报账员的徐
法传告诉记者 ，郑呈环是村里的 “最美婆
婆 ”，她家是村里的慈孝家庭，“郑家是我
们村民学习的榜样。 ”他点赞说。

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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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 20 个中国记者节， 一个不放假的
节日。 无数的新闻工作者如往常一样，仍然奔跑
在新闻一线。 平日里，“我们的故事”栏目讲述的
都是读者的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
位普通女记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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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家人的合影，被郑呈环小心地收藏着。

养花种菜乐悠悠。

路遇小叔，他对长嫂赞不绝口。

万家灯火

栏目主编 兰伟香

文明家庭好家风
■版面设计 刘骁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