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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张法军 牛可伟

3月8日是妇女节，在我们古老的“母亲河
（黄河）”边，有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
女，她叫李敬云，她用近30年的时间将患脑瘫
的儿子抚养长大，用时间和心血证明了什么叫
舐犊情深。3月3日，记者来到位于黄河岸边的
高青县芦湖街道小安定村，去感受这位英雄母
亲的感人故事。

被病魔笼罩的家庭

29年前的一个早晨，一名男婴降生了，
“当时为他取名张康，就是期望他能够健健康
康、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李敬云说。但这
个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出患有脑瘫。医生告诉
李敬云，她的儿子可能活不到3岁。医生的诊
断犹如一道霹雳，为本应幸福的家庭蒙上了阴
霾。

“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的孩子才
刚刚出生，就要面对死亡，他还没满一岁啊！
当时好多人都劝我放弃这个孩子，可我怎么能
答应，我是他的妈妈啊，我不甘心，就算能够
多留一天，我也要让他活在这个世上！”从
此，李敬云就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儿子。

29年来，无论严寒酷暑，不管白天黑夜，
她一直都像照顾婴儿一样，精心呵护着儿子。
她从不敢想儿子的将来会怎样，只是按照医生
的嘱咐认真做好每一件事。为了给儿子看病，
本来的小康之家变得不再富裕。为了让儿子健
康成长，李敬云整日守在儿子的身边，喂饭、
吃药、洗澡、翻身，不敢有半点马虎。

从张康出生到现在，整整29年，李敬云熬
白了头发，累弯了腰身，可她没有叫过一声
苦，喊过一句累，在她看来，只要儿子能够活
在世上，就是对她最大的回报。

29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儿子

记者在李敬云家中，看到病床上张康的情
况，感到很吃惊——— 这个身患重病、在床上躺
了20多年的小伙子脸上，几乎看不出病态，仿
佛随时都会从床上坐起来一样。“张康能有这
么好的气色，都是因为敬云的悉心照顾，没日
没夜的，就差把命交给儿子了。”李敬云的邻

居说。
“俺这个孩子命苦，享不得福，俺这个当

娘的自然就得多操心，多补偿他。”正如李敬
云所说，为了把幸福“补”给儿子，29年中，
她操碎了心。为了补贴家用，李敬云的丈夫常
年在外工作，照顾儿子的重任也就落在了她一
个人身上。“早些年张康还能下地，那时候他
也贪玩，总想着往外跑，自己又站不稳，我就
只能扛着他去外面走走，时间久了这腰就撑不
住了，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现在轻轻一弯腰就
疼得受不了。”

都说久病成良医，29年如一日的悉心照
料，李敬云成了优秀“护工”。“张康不能活
动，为了防止他肌肉萎缩，平时都要不断地给
他按摩；吃饭更重要，以前每天早上给他吃5
个鸡蛋，后来听说鸡蛋的胆固醇太高，就减成
了3个；水果每天都要吃，瓜果梨桃；每四天
吃一次鱼，两天吃一次肉，让营养跟得上；水

也要定时给他喝，白天4次，夜里3点一次，怕
他自己喝水呛到，我都得嘴对嘴喂他。”

为了防止夜里出现突发状况，29年来李敬
云一直保持着与儿子同睡的习惯，“晚上睡觉，
我就这样搂着他，夜里他有什么动静我就能及
时感觉到，及时处理。”李敬云的脑子里有一套
专门的时间表，上面写满了对儿子深沉的爱。

自从张康患病以来，家里200来平方米的
农家院就成了李敬云全部的活动范围。29年
来，她没有走过一次亲戚，没回过一次娘家。
“最远也就是去邻居家里串串门，也不敢长
坐，怕儿子出事。俺爸妈和亲戚们也都知道家
里的情况，都是他们来看我们，来了也待不
久，怕添麻烦。”

谈到亲情，李敬云感到最亏欠的还是自己
的女儿。女儿今年22岁，目前正在山东农业工
程学院读大二，在女儿的印象中，自己从来都
不是母亲最疼爱的那个。“母亲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哥哥身上，虽然能理解，但心里还是会
感到不舒服。”面对女儿的抱怨，李敬云的心
里也十分挣扎，“每次过节学校放假，闺女都
会打电话说想回家，我都不让她回来。不是我
不想她，只是她哥哥躺在床上要人照顾，我怕
她回家之后我照顾不过来。”说到这里，早已
习惯坚强的李敬云言语中有些哽咽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李敬云无微不至的照
顾下，张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3年，如今已经
29岁。虽然他只能躺在床上，早已失去了思考
的能力，但仍然“健康”地活在世上。大家都
说，是母爱创造了“奇迹”，李敬云自己却
说：“我做的这点事哪算什么奇迹，只是想让
儿子再陪我一点时间，就心满意足了。”

磨难中存续希望

“敬云嫂子可真的算是一位英雄母亲，辛
辛苦苦地把儿子拉扯大，中间吃的苦数都数不
过来，村里的父老乡亲都很敬佩她，十里八村
的男女老少提到俺敬云嫂子，个个都竖大拇
指。”小安定村党支部书记张行永说。

随着事迹的广为流传，李敬云的情况也受
到了芦湖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关注。在芦湖街
道于每年妇女节开展的“芦湖好妇女”评选活动
中，李敬云连续3年获得“好母亲”称号。

2014年，为了帮助李敬云摆脱生活上的困
境，村里通过民主推荐，把她家纳入贫困户，
不仅每季度定时发放扶贫款，还为她家安上了
太阳能，解决了孩子洗澡的问题。“多亏了政
府，为我们捐款捐物，我们才度过了一个又一
个难关。”李敬云感慨道。

2015年，在市派第一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
的积极协调下，淄博市残联将全市唯一一张特
护病人专用床赠与李敬云，中残联、市残联也
多次来到她家中，为其带去关怀和帮助。每年
春节、妇女节或其它重大节点，芦湖街道的党
员志愿服务队也会到她家里，送去生活上的支
持和精神上的鼓励。

李敬云告诉记者，如今她已不再把儿子的
病当成一种痛苦和磨难，而是要每天都充满希
望地生活下去。“我儿子快30岁了，早就超过
了医生的预期，虽然我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但已经十分满足。有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
我们更要坚强地生活下去，这样才是对那些好
心人、对社会的最好回报。”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敬天下父母情

29年不离不弃 母爱创造奇迹

养过猪、做过沙发、卖过房，如今从事文化传媒行业，“不安分”的李伟———

坚持不懈，让创业之路越走越远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由国家文物局、美国纽约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合办的《秦汉文明展》将于3月27日至7
月16日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淄博市博物
馆一级文物“西汉·金鐏金冒铜戈”入选参展，成
为山东省7件参展珍贵文物之一。

金鐏·金冒铜戈1979年出土于临淄区大武乡
“西汉齐王墓”陪葬器物坑。该件文物应属汉初齐
王室仪仗器具。纯金饰品刻画精美，虽经千年岁月
洗礼，至今仍熠熠生辉，尽显尊贵豪华本色。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
馆，该馆目前共收藏有300万件展品。

市博物馆文物将赴美

参加《秦汉文明展》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月27日，聊斋俚曲传承保护中

心揭牌，《邹锜聊斋俚曲演唱专辑》第二辑发行仪
式在蒲松龄纪念馆举办。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蒲章俊为聊斋俚曲传承保护
中心揭牌，蒲章俊的弟子邹錡向蒲松龄纪念馆赠送
了俚曲演唱专辑，这是邹錡继2009年首张《聊斋俚
曲演唱专辑》后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蒲章俊、
邹錡等人现场为大家进行了聊斋俚曲表演。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用明清俗曲作曲牌，用淄川
方言创作编写的讲唱唱本。它包含小曲、说唱、戏
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是聊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聊斋俚曲保护中心将进一步壮大传承创新队
伍，科学系统地整理、挖掘聊斋俚曲的深厚内涵，
保护、传承、推广聊斋俚曲精品剧目，在聊斋俚曲
研究、保护和传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淄川聊斋俚曲

传承保护中心揭牌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月27日，农历二月二，由张店

区湖田街道和下湖村村民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第十
届兴龙泉民俗文化节”在下湖村龙湾拉开帷幕。

此次文化节既有传统的吕剧、京剧、五音戏等
表演形式，还有歌颂美好生活的歌舞表演，中间还
穿插龙湾、兴龙泉等古迹的传说，让大家感受到
“春龙节”的特色文化氛围，吸引近千名居民驻足
观看。

第10届兴龙泉民俗

文化节举办

□记者 刘磊 报道
3月5日，“美团”外卖周村站携手吴记牛肉汤

等多家商户走进周村区桃园阳光家园老年公寓，50
余名志愿者为老年公寓130余名老人送温暖、送服
务。

李敬云把儿子固定在轮椅上。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1日，记者从淄博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获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官网上
正式公布了第二批认定学术期刊名单，淄博市的
《山东陶瓷》《现代技术陶瓷》2种期刊入选，被
认定为国家级A类学术期刊。

据了解，学术期刊认定须经过各省、区、市新
闻出版广电局及中央期刊主管单位初审上报，总局
组织专家严格审核，严把8条审核认定标准，确定
学术期刊认定名单。学术期刊认定共分为四种结
果，分别是A类，认定为学术期刊；B类，认定为
学术期刊，但存在少量问题需要规范；C类，存在
问题需整改后重新认定；D类，认定为非学术期
刊。目前，淄博市共有8种期刊，全部被认定为国
家级A类学术期刊。

淄博2种学术期刊

通过国家期刊认定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陈 宁 路春菲

养过猪，做过沙发，卖过房子，如今又进
入文化传媒行业。创业至今十几年，李伟的创
业经历可谓丰富，历经磨难，他认为只有坚持
不懈才能让创业之路越走越远。

多次转行艰难寻商机

3月3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淄博市张店区
西五路的淄博德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伟回忆起了他的那一段创业往事。

“1998年，我从淄博化工学校毕业，但从
那年起学校不再给我们分配工作，只能自己解
决。”李伟说，那时班里同学都进了厂子，只
有他选择独立创业。“进好厂很困难，我又不
甘心去小私企、小作坊。”用李伟的话来说，
自己有一颗不安定的心。

回家后，李伟在父母的帮衬下承包了一片
地，开了个小型养猪厂，养了几十头猪。“那
会儿猪肉价格挺高，也没多考察市场。”谈到
此处，李伟感叹，普通农民对市场的抗风险能
力极弱，种什么、养什么往往盲目跟风。“有
一年猪肉一斤才几块钱，养猪场还没回本就
“破产”了。”这次创业失败几乎让李伟赔光
了家底，老大不小的他还没娶上媳妇。

经过短暂的消沉，李伟再次走上创业之
路。这次他没有单打独斗，而是与几个合伙人
在周村开了一家沙发家具加工厂。虽然规模不
大，好在李伟能吃苦，也接到一些活。“那会
儿，为了减少人力成本，许多活都是自己干。

为省路费、房租，我每天骑2个小时自行车往
返张店、周村。”

“我们厂规模太小，原材料压不下价，成
本太高。”李伟说，那时家具流行什么款他们
就做什么，一旦卖不出去就积压在手里，只能
贬值。没有多少积蓄的他们处境越来越艰难，
合伙人纷纷撤出，沙发厂也以赔本结束。

忌盲目 找特色

虽然几经受挫但李伟依然乐观，他将这称
之为“从未失败，只是尚未成功”。2010年，
在一位朋友的提携下，李伟进入了房地产销售
代理行业。

这一次，李伟总结了前几次创业的经验教
训，不再急于“单飞”，而是踏踏实实地积累
经验和人脉。李伟用了3年时间熟悉、掌握市
场行情。2013年，他成立了德明文化传媒的前
身——— 淄博德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刚开始，德明公司主要承接一些房地产公
司的销售代理业务。而当时，中国房地产业遇
冷，正需要这样的公司，淄博当地的销售代理
公司也很多，市场也被已有企业瓜分得所剩无
几。“最初开拓市场难度是很大，但重在参
与，不求很快达成合作，不要怕当‘炮灰’，
接触的多了自然就能找到客户。”很快，一家
房地产商采纳了德明的销售方案，李伟抓住难
得的机会，结果让客户很满意，李伟也逐渐打
开市场，拥有了自己的圈子。

仅作销售代理业务内容单一，李伟决定开
拓新业务领域。“以前几次创业失败很大原因
是太盲目，而且业务没有特色。”李伟告诉记

者，在做好销售代理业务的同时，他们还一直
在寻找一些新的商机。他发现，马戏团、庙会
等活动，这些领域少有传媒公司介入。李伟将
其发展为特色业务，销售代理公司也逐渐向文
化传媒公司转变。

“转型后，我们的主要业务包括房地产项
目公关活动的策划和其他大型会展类活动的策
划及执行。”李伟称。随着对行业的深入了
解，他发现淄博本地的传媒公司和广告公司还
停留在“听话、做事”的阶段，在策划、创意
甚至执行等方面与济南、青岛的同类公司相差
甚远。李伟就在这些方面加以改善，努力使之

成为公司的独特优势竞争力。

万事贵在坚持

李伟经营德明公司已3年多了，作为一家
小微企业，发展依然艰难，但他表示不会再轻
易改行。李伟坚信，没有干不下去的行当，只
要踏实、肯坚持就能成功。

李伟给记者讲起一次多年前在房地产公司
跑业务时的经历。炎炎夏日，他穿着西装背着
公文包，坐火车赶往日照谈合作，一路上累得
汗流浃背，衣服都能拧出水。谈判过程并不顺
利，不过李伟始终没想过要放弃。虽然最后没
有达成合作，但李伟觉得自己坚持不懈，尽了
力就不后悔。

经历岁月磨砺，从前那个“不安分”的李
伟越来越踏实，公司一步步踏上正轨，人员流
动小了，不少大型房地产商、文化活动主办方
主动来寻求合作。“今年，我们团队新增加了
来自青岛、济南等公关经验丰富的主创人员，
我们致力于将德明公司打造成专业的公关活动
团队。”谈起公司的新发展，李伟有点兴奋，
不过同大多数小微企业一样，资金不足是困扰
他的难题。幸运的是，2016年3月初，李伟成
功地从淄博市人社局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获得10
万元的贴息贷款，帮助他缓解公司资金周转困
难。“当前社会为创业者提供的环境越来越
好，为企业成长培植了肥沃的土壤。”

李伟建议有创业意向的人，在选择创业项
目的时候切不可盲目跟风。同时，他也建议已就
业的年轻人不要频繁跳槽，“能真正从事自己所
爱行业的人非常少，脚踏实地才能厚积薄发。”

李伟 (左 )在与工作人员讨论策划方
案。

好项目成脱贫好帮手
“我们大棚里主要种植了西红柿、黄瓜、

草莓等农产品，尤其是草莓的种植，使得大棚
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积
累了更多的经验，今后打算再建两个棚，加大
投入力度，促进贫困户增收，彻底摘掉贫困村
的帽子。”3月2日，周村区南郊镇前辛村委会
主任刁丽华说。

前辛村是省级贫困村，一直以来，由于缺
乏资金投入，缺少支柱产业，导致村集体经济
薄弱，基础设施落后，扶贫开发后劲不足。近
年来，南郊镇政府加大帮扶力度，为该村投入
35万元扶贫资金，用于建设蔬菜大棚，经过村
两委和区热力办派驻的第一书记李家明的共同
努力推动，大棚项目一步步走向正轨，实现扶
贫项目保底增收。 (杨淑栋)

辛店街道与社会公益
组织“牵手同行”助脱贫
3月2日，笔者从临淄区扶贫办获悉，辛店

街道在全省率先高标准建设了1700m2的社会组
织创新示范基地，投入18 . 9万元，与入驻的9家
群众性服务功能强的社会公益组织签订了政府
购买公益服务协议书，联合实施“牵手同行”
社会公益组织专项扶贫项目。

实施“放飞梦想·爱心助学”行动，协调志
愿者为贫困生提供课业辅导、心理咨询等服
务；实施失能老人配餐爱心行动，对辖区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70岁以上失能老人及因病、因残
需家人照顾的贫困户提供午餐配送服务；实施
家政服务爱心行动，吸纳10名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群众作为护工，解决就业问题；实施“微心
愿”爱心行动，随时了解贫困群众所需所求，

面向志愿者和社会公开认领，目前已征集微心
愿48个，认领25个，兑现20个。 (杨淑栋)

贫困老人有了“项目管家”
“多亏了村里实施的项目代管，我虽然不能

干活，也有了固定的收入。”3月3日，沂源县悦
庄镇西僚军埠村72岁的孙德荣老人笑着说。

“项目代管”是西僚军埠村根据村内实
际，探索出的扶贫新模式。针对高龄、病、残
等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该村在镇扶贫办的支
持下，实施了扶贫项目代管，合作社与老人及
其子女签订项目“代管协议”，将产业扶贫项
目由其指定的子女实施，对无子女或子女不在
本村的部分老人，由合作社选择其他社员负责
实施，并签订“代管协议”，从此这些贫困户
都有了自己的脱贫“管家”。

目前，西僚军埠村已经有40户、48位贫困

老人签订了“代管协议”，同时，悦庄镇的23
个省定贫困村也已陆续开始实施，随着“项目
代管”的推进，更多的贫困老人将会享受到
“管家”服务。 (杨淑栋 伊吉美)

善心村官情暖贫困学生
3月3日，桓台县马桥镇北三村村主任杨玉

祯家里，一群学生争相捧出苹果、核桃、山楂
等家乡特产请他品尝。这是杨玉祯资助的10名
贫困大学生，他们利用寒假从沂源、博山等地
相约来看望这位好心人。

杨玉祯在管理好村里事务、经营好自己企
业的同时，还热心公益事业。他从2013年起，
陆续资助了10名贫困大学生，每人每年1万元的
钱款，对这些家庭困难的学生来说，无疑是雪
中送炭，将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业。

(程芃芃 张磊)

3月2日，淄川区将军路街道组织五彩志愿
服务队伍走进二里社区，为贫困户开展家电维
修、理发、医疗救助培训等志愿帮扶活动。图
为活动现场。 （程芃芃 陈俊杰 杨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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