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海燕与他家的 “老袁” 曾经是
时代流行的 “剩男剩女 ”。 他们在这
个时代流行的交友网站相识 、 相恋 ，
又经历了这个时代流行的 “闪婚”， 5
个月订婚， 8个月领证。 在2008年8月8
日， 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天， 他们领
取了结婚证。 但是， 他们并不是什么
都跟着时代走。 李海燕说： “我们没
有 经 历 这 个 时 代 同 样 流 行 的 ‘ 闪
离’。”

认识李海燕的人， 都知道常被挂
在她嘴边上的 “我家老袁 ”、 “我闺
女 ”。 这是因为 “一人有一个幸福 ，
加在一起， 就变成二个幸福。 老爸老
妈就是给我第一份幸福的人， 我家老
袁就是让我感到加倍幸福的那个人 ，
而闺女， 让我们的幸福直接N次方。”
李海燕说 。 婚后的二人世界三年多 ，
实现了1+1>2， 迎来了闺女的降生 。
父母从老家过来帮他们带孩子 。 至
今， 结婚快6年了 ， 李海燕说 ： “我
很高兴， 我们的感情没有被柴米油盐
酱醋茶埋没， 我还能感受到他像当初
一样地爱我， 以及， 爱我们的家； 我
们还像刚认识时一样 ， 能够相互欣
赏， 相互支持， 相互娱乐。 家里欢声
笑语不断。 并且， 他一直信守着当初
娶我时给我的承诺： 权利减半， 义务
加倍， 工资全交， 剩饭全包。”

他们都是普通上班一族。 和大多
数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 结婚的时候
双方家长给凑的首付， 他们自己还月
供， 在城边上， 近郊区， 买了一套二
室一厅的小房子， 虽然远一点， 地铁
很方便， 虽然小一点， 也够住了。 记
得刚买了房的那些日子， 生活过得有
些拮据， 老袁自己什么都不舍得买 ，
但是每一个大小节日都不忘给我买一
个小礼物 ， 虽然只不过是一盒巧克
力， 或者一个毛绒玩具。 然后李海燕
就会高高兴兴地拿到单位去显摆一
圈， 和所有人分享她的幸福。 这个习
惯老袁一直保持得很好。 老袁的工作
经常需要加班， 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过周末或假期的机会非常有限， 以致

于他们要拍一张全家福都非常困难 。
“他因此觉得对我们有所亏欠， 只要在
家的时候， 就全心全意地为我们母女
俩服务。” 李海燕说。

“房子不是家， 有爱才有家。 每个
工作日我们在外面奔波， 老人帮着看
孩子， 回到家， 父母已经给准备好热
饭热菜。 有父母在身边， 经常感觉自
己其实还没有长大， 还可以像小时候
一样， 被小心呵护。 一人有一个痛苦，
一起分担， 痛苦就只剩下一半。 我家
老袁就是分担我痛苦的那个人， 而闺
女 ， 总是能够让我忘掉所有的不愉
快。” 李海燕说。

“我叫袁诗茉， 两岁啦， 很高兴认
识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我。” 以前， 李
海燕不知道， 两岁的孩子已经可以是
这样的。 她可以清晰地告诉你， 她想
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喜欢什么不喜欢
什么， 想去哪里， 想和谁一起， 会自
己捧着小碗小勺吃饭不用大人喂。 晚
上到点放床上可以自己入睡， 而不用
像以前要又唱又拍哄很长时间， 会踮
起脚尖够桌上各种你不让她拿的东西，
当感觉到被赞许时会主动说： “茉茉
大孩子啦”， 意识到惹你生气了会主动
说： “对不起， 我错了”。 她可以在我
每天下班到家敲门时跑过来开门， 并
且说： “妈妈好， 妈妈辛苦啦”。 她可
以背很多唐诗和儿歌， 认识一些简单
的汉字和数字， 可以和大人完成一些
简单的交流。 孩子的成长过程带给我
太多惊喜和感动， 如果说有遗憾， 就
是生得太晚了， 早生早开心。

北京京仪敬业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李海燕

夫妻情

孙女的到来为老两口的生活增添
了乐趣

老袁是分担我痛苦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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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钱可以分，感情不能分
龙潭街道华城社区居委会 郝丽霞

声音洪亮、 干脆， 往那一坐、 一
张嘴就是老大的范儿。 郝丽霞眯起眼
睛笑着说 ： “我爱人是兄弟中的老
大， 我是长嫂 。” 郝丽霞的爱人有两
个弟弟， 两个妹妹， 一共五个人。 后
来这五个人都分别有了自己的小家
庭， 慢慢的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就拿拆迁的问题来说， 郝丽霞就
跟爱人说了一个原则： “只要兄弟姐
妹们满意了咱们就签协议。 咱不能因
为房子， 跟兄弟姐妹们闹翻了。”

最终事情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每
家都有了一套房子。 尽管郝丽霞的儿

子已经成人， 她也想为孩子准备一套
婚房， 但是为了家和， 她没有一丝怨
言。 “拆迁钱可以分， 兄弟姐妹感情
不能分。” 郝丽霞掷地有声地说。

同样在郝丽霞婆婆去世之后， 再
次涉及到遗产问题时， 作为长兄长嫂
的郝丽霞夫妇依旧很好的解决了这个
问题。 “在这之前， 我们家有一段也
遇到了困难 。 当时我刚到社区工作 ，
工资不高， 没有房子住， 我们就选择
了租房， 并没有跟婆婆住一起， 尽管
说当时婆婆一个人住一套两居室， 就
是怕兄弟姐妹们误会。” 郝丽霞说。

兄弟情

“妈， 我来洗碗吧， 您歇会。” 刘
艳俊说， “你别管了， 上了一天班这
么辛苦， 去辅导孩子做作业吧， 碗还
是我来洗 。” 婆婆攥着碗 ， 始终不让
刘艳俊帮忙。

身体一直很好的婆婆在2010年患
了一场大病， 尽管现在身体恢复的非
常好， 但对于婆婆的身体状况， 刘艳
俊始终不敢怠慢。 “2010年1月28日，
我这辈子都会记住这一天， 那天既是
我的30岁生日， 又是我婆婆动手术的
日子。” 刘艳俊说。

作为家庭中唯一一个学医的， 与
医生一起为婆婆制定医疗方案， 帮助
婆婆恢复身体等问题自然而然的落在
了刘艳俊的头上。

为了能够在手术中快速做决定 ，
她一直守在手术室外； 为了能够让婆
婆尽快恢复， 她让婆婆住到了采光条
件更好的楼上 ， 自己却主动搬到楼
下； 为了能让婆婆吃到可口的饭菜 ，
她专门制定病人食谱， 让婆婆在饮食
中得到营养。 就这样， 在她和家人的
一起努力下， 婆婆的精神状态有了很
大的提升。

经过这件事儿之后， 刘艳俊便成
了家庭中的保健医生， 并且成了家中
的 “大拿 ”， 每当有重要的事情 ， 公
婆和爷爷都会听取她的意见和建议 ，
并让她替家庭做决定。

在刘艳俊看来， 这不但有自己的
努力， 更有公婆的开明。

朝阳区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副主任 刘艳俊

婆媳情
在婆婆病床前照顾了三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