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文明、讲法治·德法同行”
市民法治书法作品征集获奖名单
由高邮市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高邮市司法局共同举办的“讲文明、讲法治·德

法同行”市民法治书法作品征集活动于2015

年11月27日圆满结束。此次参评作品征集包

括省内外共51人参加，征集书法作品68幅。

通过专家评审团对参选作品主题、艺术等项目

的综合打分，最终产生一等1名，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优秀奖10名。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王桂泉（开发区）

二等奖：胡登祥（菱塘回族乡）

徐闻俊（万金路）

三等奖：袁灯喜（界首镇）

朱均（南海五区） 白文才（徐州）

优秀奖：薛刚（教育局） 陈炳荣（农开局）

朱华春（开发区） 张所鸿（城管局）

秦 吉（陆宇中央郡） 郭玉峰（残联）

罗 波（重庆） 杨海荣（北海新村）

杨云龙（菱塘回族乡） 洪正阳（交通局）

请以上获奖者见报后于2015年12月10

日前携本人身份证到高邮市司法局办公室领

取证书和奖品。

联系人：杨和兴，联系电话：84642962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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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华：照顾失明“非亲”兄长22年不离不弃
□ 阚有生 管玮玮 文/摄

“我没想那么多，只是看他无儿无女好可怜，

能帮就帮一下呗。”仅仅是出于这样朴实的想

法，湖西新区（天山镇）庙家村的曹建华，义务照

顾失明邻居苏长桃22年不离不弃，他的义举感

动了周边众多乡邻。前不久，他被评为“最美扬

州人”。日前，记者走进庙家村，了解到曹建华与

他的“非亲”兄长之间的故事。

一场疾病改变生活

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记者走进苏长桃家

时，只见曹建华正套着一副护袖、在灶台边紧张

地忙碌着。“老曹，又在给老苏忙午饭啦。”同行

的庙家村村支书热情地与曹建华打招呼。“是

啊，今天到集上给大哥打了点肉，想着这几天他

身体不好，弄点好的给他补补。”曹建华一边笑

着回答，一边小心翼翼地将正坐在里屋休息的

苏长桃搀扶着坐到了记者身边。得知记者的来

意后，苏长桃老人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并一个劲

地感叹：“他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但他待我就

像对待亲兄弟一样。这么多年，要不是他的照

顾，我也不会活得这么好。”

苏长桃告诉记者，30年前的一天清晨，他

起床干活时，突然觉得双眼眼底传来一阵火辣

辣的痛，而且整个眼睑出现明显的充血状况。起

初，他以为是白天太过劳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

所以就没将此事放在心上。没想不到一个月时

间，自己的两眼视力就急剧下降，不仅双眼肿得

像馒头，而且睁都睁不开，连走路都需要人搀

扶。病情发展得这么快，苏长桃急了，于是便在

母亲的陪同下四处求医。然而经过高邮、邵伯、

扬州等周边多家医院的诊断，竟然没有一位医

生对他所患的眼疾给出确诊答复。

病因确诊不了，治疗也就没有效果。半年

后，苏长桃的双眼彻底失明，从此过上了摸瞎的

生活。没有妻子儿女，眼睛又看不到，这对于一

个正直壮年的男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苏

长桃说，那段时间，一想到自己今后的生活将无

依无靠，心里就很难过，常常背着母亲躲在被窝

里掉眼泪。最绝望的时候，他甚至还想到了死。

可每次想到身边还有一个与自己相依为命几十

年的老母亲，他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我得了

这样的病，已经给她添了不少麻烦，不能再因为

我，让她尝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我不能太

自私。”苏长桃说。

好邻居伸出援手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过了7年时间。考虑到

苏家母子房屋破旧，村里经过协调，给他们母子

搬了家，与曹建华成了隔壁邻居。“刚搬来时，因

为我白天在学校教书，并没有上门看过。有一

次，正好学校放假，我就到苏家串了下门。”提起

自己初次踏进苏家大门时的场景，曹建华一阵

心酸：“我刚走进门，就闻到一股异味，再看看小

小的三间屋里，到处都是堆放的杂物，睡觉的小

床上，被褥、枕头都已脏得看不出颜色，饭桌上

只放着中午吃剩的一点咸菜和稀粥。”看到这幕

场景，当天曹建华就到集市上帮母子俩买回两

大袋米，又到菜地里拔了些菜，让家人给苏长桃

和他母亲做了顿可口的饭菜，并帮苏家里里外

外全部打扫了一遍。

从此，曹建华的日常生活中多了一份牵挂。

为让苏长桃母子能够不出门就吃上新鲜蔬菜，

每星期曹建华都会及时送上自家种的时令蔬

菜；逢年过节，但凡家里吃点荤，曹建华都不忘

搬上一盘给他们；平常苏长桃家买米、买油、挑

水等重活，也都被曹建华一人包干了。“既然村

里将苏大哥母子安排住到我旁边，我就要伸把

手帮帮这对母子，让他们的生活不再过得那么

凄苦。”曹建华说。

1995年，苏长桃的老母亲因病去世，身边

少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人，曹建华对苏长桃的照

顾更加尽心。每天早上出门上班

前，他都不忘提前去苏长桃家敲

敲门，直到听到屋里有响声才会

走开，晚上下班回家，无论多晚，

他都要跑到隔壁看看，与苏长桃

谈上两句。衣物换季了，他不忘叮

嘱妻子及时为苏大哥家洗被褥和

衣服。怕苏长桃一个人在家孤独，

他还特地花钱到镇上为苏长桃买

来录音机解乏。

有一次，苏长桃因严重的腰

椎间盘突出症发作，躺在床上无

法动弹，曹建华下班回家看到苏

长桃痛苦的样子，二话不说就骑着

三轮车，将苏长桃送到了镇上的卫

生服务中心就医。在服务中心里，

他楼上跑到楼下，帮苏长桃挂号、

交钱、拿药、办住院手续。“最让我

感动的是，为了给我增加些营养，

在我住院的那段时间，他特地吩咐

他老伴每天都给我做些好菜好汤，

然后自己亲自骑车送到医院里给

我吃。”苏长桃还说，那时同住一室

的病友们看到曹建华这样忙里忙

外，都直夸他们兄弟情深。

兄弟情深不离不弃

22年来，因为有了曹建华无微不至的照顾，

苏长桃一个人的生活过得不再凄苦孤单，而曹建

华在与苏长桃的长久相处过程中，也与他产生了

深厚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就像真正的亲兄弟一

样不离不弃。采访中，庙家村村支书告诉记者，几

年前，考虑到苏长桃是五保户，村里曾打算将他送

到镇里的敬老院养老，可苏长桃说什么都不愿意

离开。起初大家都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直到那天庙

家村村支书亲自上门做工作，苏长桃才开了口：

“如果去了敬老院，像我这样的瞎子，生活上肯定

会有许多不方便，而我在家里，有曹建华兄弟靠近

照顾我，有吃有喝，当然比去敬老院强。”

曹建华从学校正式退休后，在扬州定居的

儿子为了方便照顾父母，曾多次说服老父亲去

扬州安享晚年，但每次都被他拒绝。曹建华对儿

子说：“要是我走了，苏大哥就苦了，万一有个头

疼脑热，带他上医院的人都没有。只要大哥活

着，我就要在身边照顾他、陪伴他。”

如今，在庙家村，提到苏长桃，村民们都会说，他

既是一个不幸人，又是一个幸福人。不幸的是，他命

运坎坷，既没有儿女，又身患残疾；幸运的是，他遇到

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好兄弟，有了这个好兄弟，他的

晚年生活不再孤苦无依。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翟甜甜 文/摄

“连就连，你我相约定百年。谁若97岁死，奈

何桥上等三年……”歌声中，91岁的郑玉怀老人

在院子里抚摸着墙壁，久久不愿离去。谈起与老

伴的相知相守，她捋了捋头发淡然说道：“其实

也没什么，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郑玉怀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宝应县的一

个富裕家庭，能识文断字，女红也是一绝。当时

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战火已经烧到了

她的家乡。后来，郑玉怀与家人来到高邮，并遇

到了勤劳朴实的高邮小伙陆培生。战争阻隔不

了两个年轻人相互吸引的心。结婚后，他们在

城南的一间小房子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几十

年，直到丈夫去世她才离开这处陪伴了他们70年

的老屋。在这里，他们养育了6个子女，并见证了

孙辈的出生。

说起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老人悄悄地抹了

把眼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饥荒夺走了许多人

的生命。当时他们家有6个孩子，境况可想而知。

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郑玉怀天天吃野草树皮

之类的东西，不久她就得了青叶病。这个病在那个

年代可是要命的。后来，丈夫陆培生跪着向一些邻

居借到一点白糖，这才救回了郑玉怀的命。

但是没过多久，厄运又降临了这个家庭。她

的丈夫因为一些纠纷被关进了监狱，这对于一

个带着6个孩子的弱女子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

郑玉怀娘家人纷纷劝她放弃孩子改嫁，但她坚持

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家里的重担。原来只会绣

花、写字的她拿起了镰刀、铲子等工具，并学会了

许多农活。七月流火，白天郑玉怀从地里干活回

家热得趴在堂屋的青砖上降温，夜里还要赶制衣

物，争取多换一点口粮。丈夫陆培生从监狱回

家，面对郑玉怀红肿难消的双手和憔悴的面色

时，紧紧地抱住妻子泣不成声。

直到儿女们长大后陆续离开了他们，老两口

才又过起了“二人世界”的生活。丈夫每天晚上都

会为郑玉怀打洗脚水，并为她揉脚、敲背。郑玉怀

知道丈夫爱吃鱼，常常找到渔船上给丈夫买最新

鲜的鱼。几年前，丈夫患了肺癌，临终前紧紧握住

郑玉怀的手，含笑离

开人世。

现在，郑玉怀老

人还经常回老屋看望

那里的一切。陪伴是

最长情的告白。儿女

们理解母亲对父亲

的思念，特意重新翻

修了老屋。

公 告
通扬线运东船闸公路桥已于 2015

年12月1日建成通车！

通扬线运东船闸扩容工程服务指挥部

2015年12月1日

责任编辑 郭兴荣 张蕾

曹建华（左）搀扶苏长桃到室外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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