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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面孔

辛民先后为 27位老人养老送终，亲妈辞世时她却不在身边

“她就是俺们的亲闺女”
本报记者 刘慧娟 本报通讯员 张丽

辛民的丈夫跟前妻生养了 3 个
孩子，当初辛民嫁过来的理由竟是
那样简单：“看他拉扯 3 个孩子不容
易，孩子们太可怜了。”为了给这 3
个孩子完整的母爱，她没有再要自
己的骨肉。抚养孩子长大哪个都没
少费心：每天她都要第一个起床，给
孩子做好饭，然后挑水、喂猪，然后
去村里上班。晚上等孩子睡下，她又

开始洗衣、纳鞋底。在辛民的记忆
里，凌晨 2 点以前没睡过觉，30 年
中，她从没埋怨过。

“她干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孩子，哪
怕有一点儿好吃的，也要留给孩子。”
丈夫这样评价辛民。同事对辛民印象
深刻：每次外出学习开会，哪怕是给孩
子买个背心，也得一人一个，给自己却
从来没买过什么东西。

>>“她总是先想到孩子”

2002 年，时任孙伯镇孙
东村妇女主任的辛民通过竞
争上岗当上了镇敬老院院长。
8 年来，在她的悉心照料下，
先后有 27 位老人安详离世，
每次她都像亲闺女一样细心
为老人净身穿衣，为他们送
终。“总觉得照顾老人，凭的是
良心，如果哪一个老人不能周
周正正地上路，良心上过意不
去。”辛民说。

2006 年辛民的母亲病
危，当她匆忙赶到医院时，老
人已经永远闭上双眼。临终
前，老人一遍遍呼唤着闺女的
名字，却不让家人给她打电
话：“别告诉辛民，她这会忙，
到明天我这病说不定就好
了……”晚到一步的辛民跪在
母亲的遗体旁，听到转述的老
人遗言，热泪长流。

孙伯镇敬老院有 60 多名

老人，大部分都耳聋、肢残这
给辛民的管理带来不小的考
验。8 年来，辛民没有回家过
一个春节，她深知越到春节，
老人们的孤独感越强，所以她
总要陪老人一起过节。

如今，提起辛民，孙伯镇
敬老院的老人们总会在“人
好、心善、孝顺、贤惠”等评价
的后面再加上一句：“她就是
俺的亲闺女”。

她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年过 50，先后为 27位老人养老送终，而
她的亲妈辞世的时候，她却不在身边；她是孤儿杨庆浩的“院长妈妈”，
教育、生活无微不至。她,就是肥城市孙伯镇敬老院院长辛民。

>>“总觉得照顾老人凭的是良心”

>>“有我在，庆浩就有家”
2009 年冬天，13 岁男孩

杨庆浩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
世，本来精神就不好的母亲一
下子病得更厉害了，杨庆浩小
小年纪撑起一个苦难的家。经
媒体报道后，社会上许多好心
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辛民得知此事后，冒着严
寒几经辗转找到了杨庆浩家，
当时杨庆浩正趴在一张椅子
上写字。“大冷的天，孩子上身
只穿着一件破旧的外套，双手
冻得发紫。”辛民心里一酸。
“孩子，快穿上！”说着她脱下
自己的羽绒服裹住杨庆浩，并

当即决定要将杨庆浩接到敬
老院抚养，她还与镇民政部门
工作人员一起，将杨庆浩的母
亲送到精神病院妥善安置。

将杨庆浩接到院里后，辛
民感到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
了起来，让孩子吃饱穿暖不成
问题，可将孩子教育成人不
易。为了辅导杨庆浩学习，辛
民重新自学了小学课程，每天
晚上辛民屋子里的灯都会亮
到很晚。辛民说：“以前学过的
东西都忘了，为了辅导好孩
子，我得从头补，和孩子一起
学。”如今，杨庆浩学习进步很

快，他的班主任武老师对记者
说：“辛院长功不可没。”

教育上毫不松懈，生活上
更是无微不至。有一段时间，
杨庆浩一直闷闷不乐，饭也吃
不下去。在辛民耐心的询问
下，小庆浩才说出他想妈妈
了。辛民立即租车带他去 40
多里地之外的精神病院看望
妈妈，见到杨庆浩高兴，辛民
的心里更是欣慰。

现在，提起杨庆浩，辛民
最常挂在嘴头上的一句话就
是：“有我在，庆浩就有家。”

辛民正在指导杨庆浩学习。本报通讯员 张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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