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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河东家文化，传承运城好家风。
为了丰富运城的新时代家文化内涵，传承
良好家风，书写新时代的河东家故事，留
住美好家影像，传承温暖家记忆。即日
起，本报面向广大读者征集家庭老照片与
新影像。照片可以是您的祖父母、父母，
也可以是您的过去、现在的全家福，家庭

活动瞬间，配以对家庭老人的回忆、追念
以及现代家庭故事文章，记录他们的教诲
和感人往事。本报刊发后，将在新媒体平
台进行联动扩大再宣传，永续运城家风记
忆，乘风化人，为年轻一代培根铸魂。

来稿邮箱：1371245160@qq.com
联系电话：18636318188/1873566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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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协会

闫建华与闫琴亮结婚 45 年，
属蓝宝石婚姻。45 年来，闫建华
对妻子感情专一，情深意真，尤其
在她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几
年里，喂水喂饭，精心照料，不遗
余力。他用责任和担当演绎了一
段感人肺腑的爱妻故事。

1月6日，闫琴亮的发丧仪式
上，其兄弟闫春生代表娘家人致
辞，并向闫建华深施一礼表谢意。

十三四岁订婚，青梅竹
马喜结连理

闫建华和闫琴亮同为盐湖区
金井乡大井村人，均为 1956 年出
生。同村同年又是同学，十三四岁
时，二人就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订了婚。

随着年龄增长，闫琴亮出落
得亭亭玉立，相貌出众。而闫建
华从龙居高中毕业后，则到解州
石棉制管厂当了临时工。他不仅
英俊潇洒，而且能力超群，曾担任
过车间主任、团支部书记、保管
员、会计等职，后又被当时的运城
县招聘为水利员，是众人眼中的

青年才俊。在此期间，虽然也有
许多年轻女工对闫建华抛来橄榄
枝，但他始终不为所动、不忘初
心，于 1979 年与闫琴亮结为伉
俪。

1990 年，闫建华被调回金井
乡任水利员，1994 年当选为乡政
府副乡长。平时，闫建华忙于政府
工作，闫琴亮操持家务下地干活。
星期天和节假日回到家里，他们
一起干农活，共同抚养儿女，彼此
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甜蜜的爱情与和谐的家庭生
活温暖着两颗年轻的心，二人成
为一对人人羡慕的好夫妻。

妻子身患疾病，丈夫多
方求医诊治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
闫琴亮因为腿疼行走困难，闫建
华花费 3 万余元为她做了双腿膝
关节置换手术。之后不久，为了圆
闫琴亮想去北京看看的梦想，闫
建华带着她来到北京，用轮椅推
着她，参观天安门广场，瞻仰毛主
席纪念堂，把故宫博物院、北海公
园、天坛公园等景点几乎逛了个
遍，并在故宫博物院留下了一张
珍贵的照片。

就在闫琴亮经过锻炼，双腿
逐渐能够走路时候，又出现了意
外。2020 年，她因血小板降低，在
医院经过 18 天的治疗，输血、输
液、打针、吃药，逐渐康复，但头发
大把脱落，身体每况愈下。此后，
闫琴亮每年都要住院理疗一次，
闫建华总陪在左右。

2022 年，闫琴亮被确诊为脑
梗性小脑萎缩，整天药不离口，渐
渐行动不便。闫建华每天既要送
孙女上学，又要照顾琴亮吃喝，还
要照顾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很是
忙碌。

妻子不能自理，丈夫侍
奉晨昏

随着病情加重，2022 年夏天
开始，闫琴亮常年卧病在床，生活
不能自理。

闫建华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锻炼一会便开始做饭，招呼孙女
吃过后送其上学；回来后给闫琴
亮温水擦身，换衣服和纸尿裤，然
后伺候她吃喝。琴亮双手无力端
不住饭碗，建华便一口一口喂她。
有时她被呛住了，饭水便会喷建
华一身，但建华毫不嫌弃，擦擦衣
服再喂。琴亮吃过饭后，建华把她
抱下床放到轮椅上，推到门口晒
太阳，然后自己才吃饭，完后收拾
房间打理家务。尽管琴亮患病多
年，但建华德高手勤、爱心满满，
关心照顾无微不至，琴亮身上干
净整洁，房间空气清新如常。

天气晴好的下午，建华会用
轮椅推着琴亮到田间地头转转，
看看田园风景，呼吸新鲜空气，然
后接孙女放学；晚饭时刻，喂过琴
亮吃饭，再把她抱上床，换上纸尿
裤。待她躺下之后，建华又开始辅
导孙女做作业。这样的日子过了
一年半，直到 2024 年 1 月 3 日闫
琴亮病逝。

一年半时间，540多个日日夜
夜，闫建华用丈夫的担当和爱诠
释了什么是人间真情，什么叫大
爱无垠。正像闫春生在答谢词中
所说：“姐夫对姐姐的恩爱之心、
夫妻之情，感天动地，草木皆知。
这种大仁大义、亲情善举，在大井
村乃至金井乡都是首屈一指，无
人能及。”

连日来，闫建华的爱妻故事
在金井乡广泛传颂，闫建华也被
大家称为“新时代的模范丈夫”，
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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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名字叫好玉，她的一生就像那洁白无瑕
的美玉一样，柔美而又纯净。

母亲是个“好人”。她从不与人争论高高低低，
计较多多少少，更不与人吵吵闹闹。碰上过路的、
要饭的，总会让人家到家喝一碗水，吃一块馍，甚至
还让人家在家里住上一宿，而且嘴里还念叨着“都
是可怜人，谁不出个远门呀？”“谁没有个七灾八难
的呀？”

母亲从不杀生，有一颗慈悲之心，就连一只鸟
儿、一条虫子，也要放生。她常说：“好歹人家也是命
儿，害命是要作孽的！”她一生喜欢养鸡，一窝一窝
的，这窝大了就又养一窝。可是鸡死了却不让吃肉，
要埋葬。父亲每年都会喂一只羊，喂到八月十五的
时候，宰了吃羊肉包子。这时，母亲虽不阻止，但是
嘴里却在一个劲地念叨：“猪儿羊儿你别怪，你是人
间一盘菜。”意思是说，猪肉和羊肉都是老天赐给人
们的食物，吃了也没有罪过。

我们家有两棵柿子树，长在向阳的沙坡地，又粗
又壮，结的柿子又多又甜。每到中秋，红彤彤的柿子
挂满枝头，父亲就挑着担子，一担一担地把柿子摘回
家里，一部分送给亲朋好友，一部分做成柿饼。碰上
有点破伤的，母亲就把它装进一个坛子密封起来，到
了来年就酿成又酸又甜的柿子醋。柿子醋放的时间
越长越好，色泽红亮，味道酸甜。母亲总是把酿好的
柿子醋送给亲朋邻居，让大家品尝分享。邻居们似
乎吃出了醋瘾，经常拿着碗到家里讨要，再顺便说上
几句夸赞的话，母亲更是慷慨相送。

母亲八旬之后视力下降了，先是右眼失明，后是
左眼只能看见一半，再后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为
了医治母亲的眼病，我们找了许多眼科名医，都说她
老人家年龄大了，眼底坏了，不能再折腾了。可是她
老人家看不到世界，心里闷得慌，我们当儿女的心里
实在难受。所以，为了圆母亲的心愿，我们还是依着
她，开着车拉着她到处找医生诊治。

遗憾的是，母亲的眼疾最终还是没有治愈。但
令我欣慰的是，母亲去世时面带微笑，安详宁静。也
许，心怀善念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福气吧。

母亲“好玉”

▼父亲、母亲（中）与岳母和我们在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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