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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见底的小溪穿村而过，随处可见
秀丽的山峰，松阳县大东坝镇唯一的少数
民族村——灯塔村，就静静地卧在松阳县
和云和县边界处的斜坡上。

冬日里，阴雨绵绵的周末。一幢三层
小洋房前，76岁的聋哑老人雷延德悠闲地
坐着，翘首望着屋外蜿蜒的公路，屋子里
飘出阵阵饭菜香味。

一辆黑色小车在屋前停下，老人起身
笑脸相迎，雷明春拎着大包小包进屋，给
老人新买了棉衣外套、毛衣、面包、蛋糕、
水果……

无声世界里，自创的手势已经成为两
人“心照不宣”的默契问候。雷明春给雷
延德穿上新衣服，拉好拉链。雷延德开心
地笑了，双手插进衣服口袋打量着，又戴
上连着衣服的帽子，做着手势连夸雷明春

“真好！”……
若不是村里的村民，没有人知道，关

系如此亲密的两人，竟然没有任何的血缘
关系。而雷明春一家 5代人已照顾聋哑邻
居 70余年。

一句嘱托 一辈子“结亲”

出生于 1964年的雷明春是家中长子，
24 岁那年，退伍归来后，准备与同村的雷
文凤结婚。雷文凤的爷爷雷陈高嘱托他，

“特困邻居”雷延德母子日后需要他们来
照顾。

原来，上世纪 50年代，雷延德因病导
致聋哑，一直未婚，父母常年有病，极其
贫困。雷文凤的爷爷雷陈高曾担任灯塔
村干部 30 余年，他承诺要以全家之力照
顾好雷延德一家。从此，雷陈高、蓝银翠
夫妇和儿子雷国兴、儿媳蓝福英与“特困
邻居”开始了漫长的“结亲”。重活脏活
他们帮忙干，困难时接济他们一家。雷
陈高常对家人说：“这家人太苦了，要好
好照顾他们，只要有我们吃的，就绝不能
让他们饿着。”雷文凤是雷陈高的大孙
女，爷爷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她，他希望
将来的孙女婿雷明春能继续承担起照顾
雷延德一家的责任。

“当时我父母已经为我盖了新房，准
备作为我的婚房，作为家中长子，我们当
地的习俗是要留在家中的。”雷明春从小
看到雷陈高对雷延德一家的照顾，当他
看到家徒四壁的雷延德家屋子破烂不
堪，满头银发的雷延德母亲颤颤巍巍地
做着家务，又聋又哑的雷延德不停地朝
他比划时，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毫不犹豫
地向雷文凤的爷爷承诺，一定会照顾好
他们。“一开始我的父母不能理解，为什
么一辈子要照顾一个非亲非故的聋哑
人。”为此，父亲还和雷明春闹了矛盾。

婚后第二年，孩子出生了，妻子雷文

凤在家带孩子，没有收入。加上雷延德
母子，一共 5 口人，全靠雷明春一个人
在林业站工作挣钱来养活。当时还是临
时工的他一个月工资只有 62 元，不够家
里开支，雷明春常常得提前预支工资或
者向身边的朋友借钱。工作之余，他四
处找些零工做，帮人开三轮车，帮人背木
头……年迈多病的雷延德母亲，沟通不
畅的雷延德都需要悉心照顾。此外，自
家家里每年种两亩多地，稻谷、玉米、油
菜轮作，养猪养鸡放香菇，他样样都干，
做得井井有条。

雷延德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最珍贵
的就是鸡蛋，见雷文凤生娃了，他就常常
怀揣着鸡蛋小心翼翼地送到她面前，让她
好好补补身子。没有血缘关系的两家人
在不知不觉中，已融合成了一家人。

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

多年的朝夕相处，让雷明春能读懂雷
延德的每个眼神和动作，知道他的喜怒哀
乐，他常常开玩笑说，自己都能当专职翻
译了。

1993 年冬，雷延德的母亲去世，雷明
春夫妇办理完丧事后，不少人建议将雷延
德送到敬老院，但是雷明春拒绝了，他想
着尽己之力让雷延德安享晚年。

2010 年，雷延德不慎被五步蛇咬伤，
腿肿得冬瓜似的，神志已不太清晰。当他
看见雷明春时，用手指了指自己的伤口，

“咿呀咿呀”比划着，像个三岁小儿般无
助。这般场景让雷明春这个七尺男儿心
疼得落泪了。他一边抚慰雷延德，一边连
夜将他送往医院。雷延德住院的半个多
月里，雷明春夫妇悉心照料。不知情的
病友连连夸赞，他们是孝子贤媳。

2013年，雷明春盖起了三层洋房。他
首先想到把雷延德从老房子接到新家，同
吃同住。

2021年，雷明春调往县城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工作，却几乎每天来回 50来公里路
回乡下。同事不解，县城有房子为何不
住。雷明春开玩笑地说，家里有宝。那个

“宝”就是每天在家门口等着他回家的雷
延德。

如今雷延德年事已高，雷明春在家装
了监控，并告诉雷延德让他每天在监控里
可以跟他们“说说话”，监控的另一头连着
雷明春夫妇的手机，他们在外上班的时候
可以看到雷延德的行踪。有时候看不到
雷延德了，他们就会打电话给同村的妈妈
和弟媳妇，让他们帮忙去看下情况。

雷明春夫妇俩知道雷延德爱吃鸡蛋、
面条、豆腐，就常常特意给他烧。如果老
人想要买什么吃的，他们就事先交代好村
里人，让他先拿去，他们回来了再支付。

雷明春常常带雷延德去县城逛街，给
雷延德买新衣服，从不给他穿自己穿过的
衣服。

雷延德有什么不舒服就会和雷明春
比划，有一次肚子不舒服了就捂着肚子。
雷明春见状担心不已，立即驱车 20多公里
送他到松阳县人民医院，请医生给他做全
面的检查，B 超、CT 都查了，没有问题后，
雷明春才长吁一口气。

有时候雷延德会自己坐大巴车出门，
雷明春和村里的驾驶员叮嘱，到了哪里要
及时告诉他，雷明春接到电话就立刻去接
雷延德，以免走丢了。过年过节，雷明春
和晚辈们都给雷延德包红包，带他串门走
亲戚。雷延德的亲戚们也常来常往，连夸
雷延德有福气，有雷明春这样不是儿子胜
似儿子的亲人悉心照料。

将爱延续 接力善举

雷明春的孝心感染了身边的人，他时
常教导自己的孩子们要孝敬雷延德。在
雷明春儿子雷煜阳的记忆里，这个伴随他
长大的“爷爷”，是儿时的玩伴，是永远的
亲人。尽管“爷爷”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但
雷煜阳总爱和他说一些悄悄话。“爷爷的
指甲太长了，要常常帮他剪一剪。”每逢节
假日，远在宁波工作的雷煜阳总是拖家带
口回到老家，看望雷延德。雷明春的孙子
雷浩然也总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给雷延
德。

看到儿子、孙子的表现，雷明春欣慰
不已。当年接手的“爱心棒”，儿孙也将继
续传承下去。如今，雷延德已年近耄耋，
生活自理能力严重衰退。雷明春一家在
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上更加细致，饭菜煮得
烂糊、地面不能太光滑、天气冷热要随时
关注，一有时间就将他的房间打扫整理一
遍……一件件、一项项，他们都熟记于心。

每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雷延德习惯
地坐在家门口，等待雷明春回家，那些年
孤僻自卑的雷延德如今容光焕发、笑意满
满、温情自在……

“明春、文凤这一家人，真是世上难找
的好人。”“孝顺人家家风好，他们的儿子
也都这么有孝心。”每当提起雷明春一家，
村民们都纷纷羡慕地竖起大拇指。“他们
一家人对聋哑人照顾得如此细心真的很
不容易，对老人的这份孝心很值得大家学
习。”村民蔡维兰说道。

重情重义、信守承诺的雷明春和他的
家人 5代人接力，让这份爱一直传承，雷明
春因此被评为 2022 年 3 月“浙江好人”，
2022年第一季度“丽水好人”，松阳县第六
届道德模范，近日又获评“浙江孝贤”……
他默默无闻的奉献诠释了人间自有真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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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春

雷延德

雷明春夫妇、雷浩然与雷延德合影

雷明春为雷延德穿新衣

雷明春获评第十一届“浙江孝贤”

雷明春夫妇为雷延德整理房间

雷明春夫妇经常做些雷延德爱
吃的菜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