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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个老人当“妈”养》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人们常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意思是男

子汉不能轻易下跪。可是昨天上午，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育太和乡双

峰山村张国富的院子里，三位男子“扑通”一声向张国富跪下了。为什么

三位男子对张国富行此大礼呢？请听报道《捡个老人当“妈”养》

（记者）事情得从五年前说起。2003 年 10 月的一天，围场满族蒙古族

自治县育太和乡双峰山幼儿园教师张国富在下班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迷途

流浪的老太太：

（张国富）：路过那个（五大古）大桥嘛，她就在大桥底下，蹲着呢，

脏了嘎叽的，背着个蛇皮袋子。问问，不会说话，她比划。十月份，咱们

这不就挺冷的了嘛，（她）穿得挺单薄的。我意思呢，想让她回来，吃点热

乎饭。

（记者）就这样，张国富带着老人回到自己家里。妻子暴永芝见丈夫

领回一个聋哑老人，心存顾虑：

（暴永芝）：乍往回领的时候，我也说他，你说也不认识，就怕她是装

的，再是个骗子。咱们又是个农村人，过日子也挺不容易的。

（记者）然而，看到老人衣着单薄，又聋又哑，善良的暴永芝还是给

老人打来洗脸水，为她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为她端上来热乎饭。吃过饭

以后，让老人在自己家住了下来。第二天，张国富夫妇特意为老人准备了

棉衣和干粮，可是老人家并没有走的意思。

（张国富）：她不走了，咱们也不能往外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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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张国富一家虽然经过多方打听，

但一直没有找到聋哑老太太的家在哪里，亲人在哪里。

（张国富）：慢慢处出感情来了，就跟一家人似的了。吃，咱在一块吃，

住，在一块住，穿呢，给她买，有个病什么的就给她弄药。

（暴永芝）：就跟自己亲妈似的了，我们俩在他跟前也跟自己孩子似的。

特别亲切。你有时候，出门回来晚了，她也出门瞭着，接迎着。

（记者）来年春天到了，张国富夫妇雇来了出租车，带上这位聋哑老

太太到 10公里外乡政府所在地的一家裁缝店去量体裁衣，夏天，张国富又

专门带着老人到 50公里外的水库去游玩，以缓解老人思念家乡的惆怅。张

国富的大女儿张志慧介绍：

（张志慧）跟我自己奶奶一样，那年过年冬天的时候回来，我们一块

感冒了，后来，我爸就骑摩托车把她带到下面的诊所去给她开药，每天晚

上她输液我爸都坐在那看着。对我们就问问“吃药了没”就完事不管你了。

肯定是有一些忽略我们，（对我们）没原来好了。我妈对她也特好，家里要

是东西挺少的，认着这些孩子们不吃，也都先让这个奶奶吃。

（记者）老人虽然又聋又哑，但干起活来还是很利索。每年夏天和秋天，

都到山上采些蘑菇，张国富夫妇帮她把蘑菇卖掉，卖来的钱交给老人攒起

来，还特意准备了一个带锁的抽屉，钥匙由老人自己保管。农忙时，老人

主动帮着下地干活的暴永芝烧火做饭。她针线活好，时不时的给张国富夫

妇纳几双鞋垫，暴永芝回娘家也带着她串亲戚，老人完全融入了这里的一

切，也和张国富的母亲张震云成了好姐妹：

（张震云）都在一块呆着挺好的，多一个人还热闹呢，就和姐们似的，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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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五年来，张国富一家和聋哑老人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邻居的

赞扬。

（邻居甲）：刚来那会，穿件青棉袄，脊梁骨上还补着一块小羊皮。就

给他买的棉裤、棉袄，棉鞋。支应的倒挺好的，老婆儿（聋哑老人）在炕

里吃饭，碰见好几回，都在炕里，她媳妇（暴永枝）在边上，给她盛，她

吃。（对她特好？）好。

（邻居乙）：真赶上亲母亲了。我们觉得他做得挺好的，放我们，我们

做不到。这一年，吃的了，穿的了，到时就给换。他们家的姑娘每次回来

都给买衣服。他们家有个小小子（儿子），不大，才十了多岁，就吃一口东

西，先给她一点，搁嘴里。

（记者）今年中秋节，张国富一家看到老人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知道

老人又想家了，就像往常一样逗老人开心，可是老人情绪仍然没有好转，

暴永芝又叫来几个邻居向老人学针线活，老人才高兴了。连续几天，老人

都显得心事重重。面对这一切，张国富决定通过媒体为老人寻找亲人。

（张国富）：咱对人再好，也不如一家团聚。找不着，咱们就得这么养

活着，咱们该怎么照顾她怎么照顾她。

（记者）承德电台对张国富收养聋哑老人的事迹报道后，引起了一家网

络的重视，随后辽宁省朝阳人民广播电台和我台联系，他们从网上摘发了

“张国富收养聋哑老人”的报道，有两位听众想要认亲，请求我台帮助。

经过周密策划，11月 24 日下午，我台和辽宁朝阳电台推出了异地同步直播

特别节目《跨省寻亲》，通过电波为聋哑老人寻找亲人：

（朝阳电台主持人）：（我们直播间里）除了我们两位主持人之外还有

两位寻亲的家属，一位是陈涛，还有一位是王海华。（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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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据其中一位寻亲家属陈涛介绍：5 年前他家住朝阳市龙城区

联合乡黄杖子村的姥姥胡玉荣上山采蘑菇时走失：

（陈涛）：我们已经找了我外婆 5 年了，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

兴。

（记者）：最终，通过照片确定张国富收养的聋哑老人正是胡玉荣。

（承德电台主持人）：好的，照片我已经发过去了！

（朝阳电台主持人）：看到照片了。 陈涛来，过来一下，看这照片，

是不是你的外婆。

（陈涛）：是，是我外婆！

（记者）昨天上午十点来钟，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来自朝阳的认

亲者来到双封山村，车刚停稳，胡玉荣的儿子杜成、侄子杜贺、外孙陈涛、

侄媳刘树藩就快步跑到张国富家和失散了 5年的老人拥抱到一起。（哭声压

混）：

（刘树藩）：终于见到你了，二姑。

（记者）随后，三个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张国富面前，郑重地磕

了三个头。用最朴实、也是最古老的礼节，感谢张国富一家。

（张国富）：太高兴了这会，我这心里都觉得哆嗦。终于找到家了。（哭

声）

（刘树藩）：我二姑就和原来一样，比原来更加年轻了，就是这精神面

貌就在这生活的比在家都好。

（张国富）：我做的就是大家都能做到的事，吃也没吃太好。

（记者）：暴永芝一面流着泪给老人整理衣服，一面拽着老人的手挽留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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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永芝）：不回去了，呆着吧。呆着也中。呆着吧，不回去了。

（暴永芝）对边上人说:她想回去，这鞋，我去年就给他买了，她始终

不穿，今早一早起来，就找出来穿上了。她还让我给她找两张照片拿着。

自打她来之后跟自己亲生母亲处得一样，都有钥匙。给她找着家了，心里

不好受，真舍不得她回去。（哭声）

（记者）：亲人相见的场面感动了同行的朝阳市龙城区联合乡政府计生

办主任王化彬，他握着张国富的手说：

（王化彬） 听到你们这个事迹以后我们乡党委政府委委托我到这来，

表示对你表示诚挚的谢意，（我）要把张老师的事迹带回我们联合（乡）。

在我们农村这一块要树起新风，要向张老师学习。

（记者）老人的亲属陈涛介绍：

（陈涛）：也登过寻人启示，也发动亲戚朋友，还有村里这些人四处的

去找，我们所有的亲人，都以为我外婆不在了，都是这么认为的。他等

于救了我姥姥一命！没有张老师可能就没有我姥姥这个人了。

（记者）感动之余，胡玉荣的亲属将一沓钱递给了张国富夫妇，被张

国富夫妇拒绝了。同时，还坚持让老人把几年来采蘑菇攒下的 3000 多元

钱带走！盛情之下，老人的亲人邀请张老师夫妇到朝阳做客，张国富夫妇

爽快的答应了。面对此情此景，一直关注这件事的朝阳人民广播电台主持

人穆明感慨万千：

（穆明）我越来越觉得真的对张老师肃然起敬了。在我们家都展开一

个小小的讨论，这种人的这种境界，咱们一天、两天心血来潮就能学的

来的？我说，要是换作咱们，能不能做到？我觉得真是肯定做不到。张

老师真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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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上午 11点半，胡玉荣在张国富夫妇的搀扶下，走出了院

子。全村男女老少 300 多人前来送行，很多人流下了热泪，暴永芝 8 岁的

外甥女更是泣不成声：

（记者）：为啥哭呀？

（小孩）：想姥姥。

（记者）:哪个姥姥？

（小孩）:接走那个。（哭声）

（记者）张国富的母亲张震云拉着胡玉荣的手，久久的不放，暴永芝

的母亲也匆忙的从另外一个村子赶来：

（暴永芝的母亲）你想我不？我也想你。（哭声）

（记者）胡玉荣眼含热泪，不断地向人们招手。胡玉荣的侄子杜贺说：

他从来没有见过胡玉荣流过泪，这是第一次。同是聋哑人的胡玉荣的儿子

杜成满脸兴奋，不时地向张国富竖大拇指。在场的人都为张国富一家和胡

玉荣之间的亲情感动着：

（陈涛）这年头，不养活亲爹亲妈的也很多，何况这是一个聋哑人，

不认不识的人，他能养 5 年。

（刘树藩）我根本没想到，我二姑回家了，他的家人会不舍得，会流

泪。说实话，我的眼窝还很深，我还是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记者）：昨天晚上 7点 40 分，我们接通了朝阳电台主持人穆明的电话：

她告诉我们胡玉荣老人到家了：

（穆明）：张老师夫妇从一进朝阳市，就受到朝阳人民欢迎凯旋的英雄

那样的欢迎。进了朝阳市内的收费站之后，收费站的同志听说，张国富夫

妻要到我们朝阳来，定制了两束鲜花，当我们经过收费站的时候，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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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绿色通道’，把鲜花献给了张老师夫妇俩。到了老人家所在的村委

会的这个院里，乡亲们是夹道欢迎，见到老人说得第一句话就是‘胖了’，

两个字，足以说明，张老师一家人对老人这五年来精心的照顾。

（记者）随同张国富到朝阳采访的围场电视台记者吴军介绍：得知今天

上午张国富要到朝阳电台作节目，一大早，40 多名出租车司机组成车队，

还专门借了一辆宝马车，到胡玉荣家接张国富：

（吴军）：场面很感人。在他那个车上，写着‘好人张国富感动朝阳’。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好多听众打电话，其中有一位老人打电话，说的特

别得情真意切‘张国富夫妇俩能以这么好的心眼对待一位聋哑老人，作为

他们老年人，特别的感动，我替我们朝阳老年人给你跪下了’。

（记者）古语说：“礼失而求诸野”，其实，真、善、美一直存在于人们

的心中。只是缺乏发现，没有被激活和点燃。恰好，作为一名偏远山区的

幼儿教师——张国富再次点燃了这把“火”。这“火”是文明之火，道德之

火。火光熊熊，照耀着你我，温暖着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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