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3 日下午，趁继母睡午觉，宁利平赶紧起身去乡里
买件新衣服，希望在 7月 15日举行的丽水市第七届道德模范
颁奖典礼上亮个好形象。到了乡里，想不到服装店关着门。
她笑着对同行的记者说：“省下的钱，可以给娘买纯牛奶喝。”

宁利平口中的“娘”，是她今年 103岁的继母。虽然继母
对她没有生养之恩，她却将老人当作了自己的亲娘。

9年前，宁利平把独居的继母接到家里赡养。如今，继母
在她家安享晚年。她解释说，“继母精心照顾父亲 32年，现在
的我，是在感恩。”

爱是感恩，她把九旬继母接来赡养

9 年前，把独居的 94 岁继母接来赡养，在宁利平看来是
理所当然的事。

宁利平是遂昌县湖山乡长安村人，今年 64 岁。在她 20
岁时，母亲因病去世。4年后，也就是 1981年，成了她印象中
颇具纪念意义的年份。

那年农历一月，她成了新嫁娘，嫁给了本村青年廖根水，
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也在同一年农历 4月，56岁的父亲宁养
德经人介绍，和孤寡老人吴金兰走在了一起——吴金兰早年
丧夫，无儿无女。

刚开始，宁利平和姐弟们不同意，因为吴金兰比他们的
父亲大 7岁，多年以后，他们要面临着赡养没有生养之恩的继
母。这事，兄弟姐妹们越想越别扭。

但宁养德很坚决，非吴金兰不娶。
宁利平说，父亲生前脾气不好，全村都有名。与之相反

的是，继母吴金兰的脾气温顺，全村也有名。“每次他们吵架，
娘都是输的。不是娘口才不好，而是因为每次娘都让着他。”

回忆很温暖，宁养德的晚年更温暖。在吴金兰的陪伴和
照顾下，宁养德的晚年，过得温馨而闲适。

2013年，宁养德去世，留下了 94岁高龄的吴金兰。
宁利平的大姐长居杭州，大弟在遂昌县城工作、生活，小

弟已经去世。把继母留在家里一个人生活，大家都不放心。
他们去征求继母想法，继母说，在长安村生活了一辈子，不习
惯城里的生活，希望在村里养老。

面对继母吴金兰的意愿，宁利平爽快地承担下来。妻子
的决定，丈夫廖根水也很支持。

宁利平说，继母对她和她的姐弟不错，把他们当作了自
己的亲生子女。1987 年，她家盖房子。继母是小脚女人，她
不怕麻烦，踮着小脚，每天走 0.5 公里路，到工地帮忙烧饭。

“那时候儿子还小，大人要种田，又要勒紧裤腰带盖房子，特
别忙。幸好娘来帮忙，减轻了不少压力 。”

继母吴金兰对宁家的爱，宁利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因此，把父亲安葬后的第一时间，夫妻俩拉着板车，把继母和
她的衣服等生活用品拉回了家。

宁利平对记者说，“人要讲良心和感恩，她对我们好，我
们也要对她好。”

爱是付出，她把继母当成亲娘照顾

吴金兰对宁利平没有生养之恩，但宁利平却把继母当成
了娘。

父亲还在世时，宁利平有空就去娘家帮忙干农活；逢年
过节，总是多做点粽子、清明粿、糖糕等，送给两位老人品
尝。“他们年纪大了，做点吃的挺费劲。”

父亲去世后，宁利平还是一如既往地对继母好。
把继母拉回家的第一天，她就把家里光线最好、面积最

大的卧室给继母居住，自己和丈夫则居住在朝北的一间小卧
室里。

宁利平养了十几只鸡，生的土鸡蛋，要不寄给在杭州萧
山的孙女，要不留下给继母补充营养。因为，她想着，要把最
好的东西，留给最爱的人。家人能吃上土鸡蛋，真好。

前几年吴金兰的姐姐还在世时，只要老人想念姐姐了，
只要宁利平夫妻俩有空，就会拉着板车，拉着吴金兰前往探
望。看着阳光下老姐妹俩手拉着手的开心模样，她想着，姐
妹一场，到老了能互相陪伴，真好。

有时吴金兰身体不舒服，夫妻俩又拉着板车，带着继母
去 2.5公里外的乡卫生院看病。丈夫在前面拉，她在后面推，

“娘的身下垫了厚厚的棉被，身上盖着暖和的被子。娘躺得
舒服，我也推得开心，不觉得吃力。”

平板车用了多年，今年坏了，廖根水把它劈了当柴火。
继母要出行怎么办？夫妻俩赶紧买了辆三轮车。她想着，平
板车淘汰了，但娘出门更方便了，真好。

村民都说，宁利平把继母当成了亲娘照顾，大家都看在
眼里，觉得很不容易。

前年，吴金兰摔跤后，瘫在了床上，宁利平肩上的担子重
了，每天帮忙洗漱、喂饭、扶起大小便等，把她料理得清清爽
爽的，老人也从没得过褥疮。

宁利平晚上的睡眠浅，继母一叫她就起夜照顾。最多的
一晚，她起了 9次，最后一次，她抚摸着继母的腿到天亮。

这两年，吴金兰神志有时清楚，有时糊涂。糊涂的时候，
大小便都拉在了床上。很多次，宁利平一边清理，一边闻着
恶臭忍不住呕吐。呕吐之后，又接着干。从春天到冬天，又
从冬天到春天，年年如此。

爱是接力，敬老孝老爱老成家风

看到夫妻俩特别是宁利平照顾老人这么辛苦，有村民提
议，把老人送到养老院，负担就轻了。宁利平却说，“娘在我
家这些年，她习惯了，我们夫妻俩也习惯了。”

9 年了，吴金兰习惯了夫妻俩特别是宁利平的陪伴和照
顾。去年，在杭州萧山工作的儿子廖优明心疼母亲，叫宁利
平到萧山玩几天。到萧山第三天，宁利平接到丈夫打来的电
话，说继母想念她，闹情绪了。第四天，她又不得不提早回遂
昌——习惯了宁利平的照顾，老人已经离不开她。

由于常年劳作，宁利平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双手关节
肿大，还经常疼痛、僵硬，需要常年服药。饶是如此，她还是
每天下田劳作、上山采茶，每天照顾老人。

在一家人的精心照顾下，今年 103 岁的吴金兰的胃口越
来越好，变得不挑食，每顿都能吃一碗饭，小蛋糕和香蕉等随
时供应，放在床头，老人想吃了，伸手就能拿到。

最是美德能致远。
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宁利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获得了全

社会的一致点赞。她先后被评为丽水好人、遂昌县和丽水市
道德模范，被国家卫健委评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今年
5 月，喜获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7 月 15 日，获得丽水市第七
届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说起自己获得的荣誉，宁利平反而对党和政府的关爱充
满了感激——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党和政府给了这么多的
荣誉；家里的轮椅、专门给老人洗澡的凳子和上厕所用的马
桶，都是有关部门送的；继母有了低保，低保金加上高龄补贴
等，每月有 1500多元，生活不愁⋯⋯

一面是感激，另一面是愧疚。
宁利平说，她对得起老人，却对不住儿子。“儿子在外面

打拼不容易。我常年照顾老人走不开，没有机会照顾孙女，
帮不上儿子的忙，心里很愧疚。”

母亲的愧疚，廖优明理解。每隔一段时间，廖优明就给
外婆寄奶粉、小蛋糕和药品，给父母寄营养品，购买洗衣机、
空调、两轮电瓶车，“他们要种田、采茶叶，还要照顾外婆，很
辛苦。孝敬长辈，是我应该做的。”他说。

他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母亲身上闪耀着敬老孝老爱老的
传统美德，一直是他的榜样。“我会把这种好家风，传承下
去。”

爱的接力棒，正在不断传递。

为继母清洗衣物

服用治疗类风湿疾病的药

擦拭荣誉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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