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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孩子健康成长“铺路搭桥”
———记2015年度“最美家庭”吴联荣家庭

□ 丁小玲 徐守莲 夏慧

有这样一对夫妻，多年来，他们共同坚守农

村教育事业，潜心教书育人、热心公益事业，用

爱为农村孩子的健康成长“铺路搭桥”。他们就

是湖西新区教学生画漫画、弘扬真善美的“漫画

爸爸”吴联荣和自费创办“留守儿童之家”、为留

守流动儿童提供免费学习辅导的“爱心妈妈”吴

兴芬。近日，记者走进这对教师夫妻，听他们讲

述了自己的“爱心故事”。

“漫画爸爸”:用漫画向孩子传递“真善美”

吴联荣是高邮天山实验小学的一名教师。

在高邮师范读书时，他曾拜著名儿童漫画家陈

景国为师，学习漫画创作。1998年，吴联荣师范

毕业后，来到天山镇中心小学（现为天山实验小

学）任教，并在学校创办了“小拇指”少儿法制漫

画工作室，带领着一群小学生看漫画、评漫画、

画漫画。

“这些小学生绝大多数没有绘画基础，而漫

画创作一般是七分构思三分画。”吴联荣介绍

说，他首先教孩子们开动脑筋，发挥想象。他在黑

板上画一个圆对同学们说，“一个圆既可以是苹

果、鸡蛋，还可以是镜子、皮球。”接着他又在“圆”

上画一道线启迪孩子们：“看，鸡蛋里的小鸡要出

壳了……”在吴联荣的启发下，孩子们学着用一

支笔、一张纸去想象、描绘心中的美好和向往。

“有一次，我给学生们看了这样一幅漫画，

由于工厂排放污水，河里的水都被污染了，一个

钓鱼的人，从河里钓上来一串可怕的鱼骨……

然后让大家根据漫画表达的意思，再自己创作

一幅漫画。”吴联荣回忆说，起先孩子们是一阵

哄笑，后来在他的引导下，孩子们创作了多幅以

“环境保护法”为主题的法制漫画作品。其中一

个小朋友创作了一幅《游泳之后》漫画，让他印

象深刻：一个人下河游泳，刚跳到河水中，立马

爬上岸来，身上却变得黑漆漆的，原来河水已变

成被污染的黑水了……

在吴联荣的指导下，孩子们联系自己的实

际生活，创作出大量法制题材的漫画作品，有告

诫人们不能闯红灯的、有呼吁人们保护野生动

物的、有禁烟的、有节水的、有禁赌的……“孩子

们还将自己创作的法制漫画拿给家

长看，一些经常闯红灯或者喜欢抽

烟、赌博的家长，慢慢受到影响，渐

渐改掉自己生活中的陋习。”吴联荣

笑着说，曾经有一位学生的妈妈经

常闯红灯，该怎么办呢？吴联荣就引

导这名学生创作了一幅《奔向死神》

的漫画给他妈妈看。漫画中，一个路

人在亮红灯的时候过马路，马路的

中间一个可怕的死神在向她招手。

“后来这位学生的妈妈向他承诺，以

后再也不闯红灯了。”还有一名学生

的爸爸经常在家抽烟，这名学生就

创作了一幅名为《“黄种人”———抽

烟的后果》的漫画。画面中，一个烟鬼成了“手指

黄、牙齿黄、面色黄”的病怏怏的“黄”种人。“这

名学生的爸爸看过漫画后，就真的戒烟了。”

儿童漫画也能触动人心，并因此促成人们

改掉一些生活中的坏习惯，这让吴联荣颇感意

外。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孩子们的作品，从中受

到启发，吴联荣还鼓励孩子们将漫画作品向各

地报刊投稿。这些年来，学生们的漫画作品相继

被《人民日报》《辅导员》《农村孩子报》《少年智

力开发报》等多家报刊杂志刊载。其中，2005年，

《人民日报》大篇幅刊登了吴联荣的学生创作的

环保类漫画作品。此外，胡月同学创作的旨在批

评未成年人迷恋上网，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漫

画作品《生根》，还被选入苏教版《品德与社会》

教科书。与此同时，吴联荣还开通了“农村娃画

漫画”微博，将孩子们的作品发上微博，吸引了

4000多名粉丝关注。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法懂法守法，从2010年

起，吴联荣还带领学生们开展“少儿法制漫画进

社区、进校园百场公益巡展”活动。吴联荣和孩子

们深入到各中小学校、各居民小区、各村组，给普

通百姓、中小学生宣传法律知识。几年来，吴联荣

组织的法制漫画公益巡展已经进行了200余场。

吴联荣用漫画，将法治和道德的种子深深

播撒进了孩子们的心田。“希望每个孩子都能

‘知法、懂法、守法’，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吴联

荣表示。

“爱心妈妈”：给留守儿童一个家

从2008年到2016年，吴兴芬自费创办的“留

守儿童之家”已经8岁了。“选择办‘留守儿童之

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因为小时候，我父母也

常年在外打工，只有我和姐姐俩人留守在家。儿时

的孤独寂寞和无依无靠的感受，让我至今难忘。”

吴兴芬说，如今看到那么多因父母外出打工，生活

学习没有人照顾的孩子，她内心倍感不安。“我不

想让自己童年的经历在他们身上重演。”她说。

于是，吴兴芬把创办“留守儿童之家”的想

法告诉丈夫吴联荣，得到了丈夫的大力支持。

2008年，吴兴芬辞去了在菱塘回族乡回民中心

小学当英语老师的工作，在自己家中辟出一个

十几平方的空间，投资几万元，购买学习用品，

并添置了几十套课桌椅……就这样，吴兴芬的

“留守儿童之家”建成了。

农村小学生学英语多半是“哑巴英语”，为

了让孩子们提高对英语的兴趣，吴兴芬带领大

家玩游戏、猜单词，答对了就发铅笔、橡皮或练

习本等奖品。除了英语，吴兴芬还给孩子们辅导

语文和数学等科目。“说实话，有些高年级的数

学题，我还真解答不出，幸好我老公基础扎实，

可以向他求助。”吴兴芬笑着说。

除了指导孩子们的学习，吴兴芬还关注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小月同学脸上有一块胎记，平

时总是低着头，很少与人交流，其他同学看到她

也会投去异样的眼光。吴兴芬除了特意交代班

上的小朋友不要歧视小月，要主动和小月聊天、

做游戏外，她还不时地在大家面前表扬小月。渐

渐地，小月变得开朗起来。小宇是贵州人，由于父

母忙于生计，让他养成了不讲卫生、自由散漫等

坏习惯。到了“留守流动儿童之家”后，吴兴芬给

小宇洗脸，还给他买新衣服、新文具。慢慢地，小

宇变得爱干净了，也爱学习了。有一年“三八”妇

女节，小宇还给吴兴芬送了一张自制的贺卡。

在吴兴芬不断努力下，“留守儿童之家”逐

渐成为湖西新区留守、流动儿童的快乐家园。

2013年，吴兴芬与丈夫吴联荣还在老房子对面新

建一幢三层小楼作为新的“留守儿童之家”，内设

爱心书屋、学习辅导室、电影放映室等，还配有固

定的室外活动场地和配套体育设施。吴联荣和吴

兴芬表示，他们会守着这份爱的事业，一直做下去。

今生是夫妻 便要同患难
□ 翟甜甜 金婧

御马社区有这样一对夫妻，妻子蔡晓伟五年

前突然患病瘫痪，丈夫谭少年细心照料，寸步不

离，他们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被传为美谈。

一夜之间妻子瘫痪在床

谭少年今年50多岁，妻子蔡晓伟比他小2岁，

两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家庭十分幸福。到了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单位改制，谭少年和蔡晓伟

从单位下岗，后来他们便四处打工，以维持生计。

2011年春节后，就在蔡晓伟准备离开家继

续去无锡打工时，突如其来的病魔降临到她

的身上。当天夜里凌晨三点，蔡晓伟起夜时，

突然四肢有触电的感觉，手脚发麻后一下子

失去了知觉。谭少年立即将妻子送去了市人

民医院急诊。后由于病情太重，市人民

医院建议连夜将其转送到扬州市苏北

人民医院，结果医生诊断蔡晓伟所患

病症为颈椎管狭窄并脊髓损伤四肢瘫

症。手术结束后，蔡晓伟的四肢就完全

不能动了，而手术又让她的肺部受到

了感染。回忆起在扬州的2个多月的医

疗时间，夫妻俩感慨地说，“当时我们住

在那边人生地不熟，从来没有受过这么

大的罪。”

住院五年陪伴寸步不离

2011年到2016年的5年时间，蔡晓伟

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而谭少年则没日没

夜地陪伴在她的身旁，不离不弃。

刚开始，蔡晓伟的四肢完全不能动

弹，而且由于身体免疫机能减弱，简单的

感冒也要拖半个月时间才能好；长期睡卧在床

还容易引发各种并发症。妻子长期住院，谭少年

的心一直悬着，一方面，妻子一刻都离不开人照

顾；另一方面，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已

经花费一空，还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如果我出去打工了，势必要请一位护工，

每月还需要支付两三千元的护工费用。我每个

月打工挣的钱只有3千多，正好够支付护工费。”

谭少年告诉记者，他思前想去，还是决定亲自来

照顾妻子，也方便了解妻子的身体情况。一家的

经济来源就是妻子每个月一千多元的退休工

资。而妻子每个月的医药费用报销后也需要自

付两千多元。谭少年的父亲和岳父舍不得儿女，

每个月总要接济他们。好在现在儿子出来打工

了，可赚钱补贴一些家用。

谭少年自己也患有高血压、高血糖，还有胆

囊炎，一受凉就发作。为了不耽搁照顾妻子，谭

少年从没有打算动手术。他们的儿子有时也会

请假停工到医院帮助谭少年一起来照顾妈妈。

五年的时间，谭少年白了头发，日渐消瘦，

腰椎间盘也突出。

悉心照料成为专属护工

“一开始什么也不懂，不知道该怎么去服

侍，他就用眼睛观察其他护工是怎么护理的，向

人家偷学经验。”蔡晓伟满脸欣慰地向记者讲述

着丈夫给她护理的事情。

通过向其他护工取经，谭少年渐渐得知：照

顾妻子，要注意清洁卫生，多饮水，勤接尿，防止

泌尿感染；要多变换体位，翻身、拍背、协助排

痰，防止肺部感染；要勤翻身，保持床单清洁干

燥,防止生出褥疮；要勤按摩，锻炼肌肉，防止肌

肉萎缩……

这些年，谭少年每天上午给妻子揉膀臂，下

午给妻子按压腿部。同时，每隔几个小时就给

妻子翻身、擦拭身子，活络全身血脉；每隔一个

星期，就背妻子下床，帮她洗澡。

“我现在越来越重了，我感到他背我的时

候，越来越吃力了，心里过意不去。”蔡晓伟满是

心疼地告诉记者，由于一直卧床，她的体重由原

来的八九十斤增到了一百二三十斤。

谭少年最害怕的就是妻子患上感冒，一感

冒就要半个月时间才见好，每次还要花费两千

元左右的医药费用。由于瘫痪，妻子有效通气受

阻，呼吸道分泌物不能及时排出，咳嗽十分困

难。为此，谭少年即使睡下了也会时刻留意妻子

是否咳嗽，一旦听到声音，立马起身，帮妻子坐

起，反复轻拍妻子的背部。

坚持下去总能看到希望

为了省去一笔住院费用，去年开始，谭少年

夫妇俩筹划着回家疗养。由于之前居住在北门

大街一带的平房房屋低矮，光线差，不利于身

体康复，谭少年就通过所属的御马社区，向上

申请了保障性住房。由于妻子的退休工资涨

了，不符合家庭低保条件，最终谭少年申请到

的是公租房。

今年2月份，蔡晓伟刚出院就直接到了新房。

家具都是最简单的，大部分都是亲戚朋友送的。主

卧室里放置的两张医用床，其中一张是残联赞助

的普通医院病床，另一张是谭少年给妻子添置的

护理床，靠背能够升降。

在谭少年的悉心照料下，目前蔡晓伟的病情已

有所好转，曾是四肢瘫痪的她，如今胸部以上肢体

有了知觉，能够活动了。“今生是夫妻，便要同患

难”。谭少年说，只要坚持下去，总会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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