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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燃气集团二分公司宣传部部长 张秀伟

四位老人一起过节一起出游
亲家情

六年前， 张秀伟父母家搬迁， 结
果在公婆的帮助努力下， 老两口的家
搬到了与公婆家一墙之隔的小区， 两
家之间不过五六分钟的距离 。 从此 ，
张秀伟的父母与公婆成为了最亲近的
兄弟和姐妹。 他们一起过春节一起去
旅游。

30多岁的张秀伟结婚11年来， 不
但没和婆婆红过一次脸， 还被婆婆视
为亲闺女， 而她的老公， 也被张秀伟
的父母看做是亲儿子。 结婚后， 因她
和老公的工作都很忙， 没要孩子。 七
年前， 婆婆家的房屋搬迁， 她和老公
与公公婆婆家， 变成了一个单元的门
对门 。 张秀伟既有自己的家门钥匙 ，
也有婆婆的家门钥匙； 而婆婆也有能
开两家房门的钥匙。 张秀伟基本不开
伙做饭， 所以公婆时常随时将买来的
食品放进张秀伟家中的冰箱。

张秀伟和老公的工作都很忙， 时
常两人下班还没到家， 自己的父母或
婆婆就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
结果张秀伟就彻底不开伙， 开始 “蹭
饭” 了。 张秀伟要给婆婆和自己父母
饭钱 ， 婆婆不要 ， 自己母亲也不要 。
有时单位发个几百元钱的购物卡， 张
秀伟要给婆婆， 可是丈夫说， “要给，
必须两边都给”， 结果张秀伟就又花钱
买一张同样金额的购物卡， 由她和丈
夫一块送给公婆和父母。

婆婆尽管经济上没有负担， 但比
较节俭， 舍不得买些高档衣服， 于是
每到换季时节， 张秀伟就给婆婆置换
新衣服。 以至社区的大妈们一见到婆
婆穿新衣服就问， 是不是儿媳妇又给
买的呀， 说的婆婆心里美滋滋的。 同
样， 张秀伟的老公也非常孝顺张秀伟
的父母， 而且他们也养成了习惯， 吃

的、 用的、 衣服、 鞋子等都买的是两
份， 孝敬四位老人。

张秀伟告诉记者， 她自己家没男
孩， 而老公家没女孩， 所以婆婆把她
当做姑娘； 自己父母则把她老公当做
儿子。 “在我父母家， 总觉得父母偏
向老公 ， 说我欺负他 。 可在婆婆家 ，
我的地位远远高于他了。 每每吃完饭，
婆婆总会说 ‘家里最胖的人刷碗’， 于
是我和婆婆便美滋滋的看电视、 嗑瓜
子， 而让我的老公去刷碗。 最近几年，
由于工作原因， 我常常加班， 压力也
比较大， 其实老公的工作更忙、 压力
更大， 但婆婆总说我辛苦， 让老公多
做一些家务事， 让我多休息， 尽管老
公嘴上叨叨， 但他心里可美了！”

在张秀伟婆婆家， 快言快语的婆
婆告诉记者， 她已经把小伟 （指张秀
伟） 当姑娘养了。 “而且每天早上我
和小伟她妈一起锻炼时， 她妈就夸我
的儿子孝顺， 其实我儿子比小伟差远
了。 小伟工作很辛苦， 还老惦记着我
们， 真得很懂事。”

谈起春节自己的父母、 公婆、 二
大爷大妈六位老人欢聚一堂的事， 张
秀伟说这是公婆想的周到 。 几年前 ，
婆婆说， 春节你们两边跑多累呀， 不
如今年让你父母也过来 ， 一起过节 。
“可我父母还要和我二大爷大妈一起
过。” 婆婆听后就说， “那就把你二大
爷大妈请过来一起过。” 结果， 后来再
过春节 ， 六位老人就欢聚一堂了 ，
“看到六位老人说着 、 笑着 、 那么开
心， 我和老公真的非常高兴。 我现在
觉得， 老人开心， 不生病， 就是给我
们减轻负担。 所以一有机会， 我和老
公就带我父母、 公婆一起去郊外旅游，
让辛劳了一辈子的长辈过得快乐。”

1981年 ， 赵振华与付云玲结婚 。
但是， 付云玲不是父母亲女儿。 30多
年来， 赵振华夫妇一直和岳父母共同
生活。 他用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全家
六口人的生活开支。 如今， 两个孩子
都已经大学毕业。 岳父母也都已是耄
耋老人， 身体却依然健康矍铄。 这一
切都是和赵振华夫妻的和睦孝顺离不
开的。

为了取得老人的信任， 让家庭更
和睦， 赵振华把每月的工资都交给老
人 。 近年来 ， 随着老人年纪的增长 ，
家庭财务的权利才慢慢交给他们夫妻。
但遇到大的支出仍然要与老人商议 ，
尊重老人的意见。 老人一直担心自己
上了年纪后身边没有儿女， 无人照顾。
为了打消老人的这一顾虑， 他们一直
没有在县城买房。 妻子也一直没有去
找工作 ， 就陪在老人身边 。 2003年 ，
他们先后两次拿出积蓄修缮房屋， 用
实际行动告诉老人， 他们不会离开父
母一步。 现在， 老人没有了后顾之忧，
精神和身体都非常好， 岳父还能上山
打柴呢！

在赡养岳父母的同时， 赵振华夫
妻还要负责亲生父母的养老问题， 一
个人的工资明显入不敷出。 即使如此。
他和爱人也没有动用过岳父母的钱财。
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 他和妻子开了
一个小卖部， 不管盈余与否， 每到年
节都会给老人备下红包， 不管钱多少，
重要的是表达儿女的心意， 让老人心
情愉快。

尽管工资不高， 但为了减轻父母
的压力， 婚后他一直省吃俭用， 从不
多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弟妹上学。
1991年父亲去世后， 母亲依照自己的
意愿组成了新的家庭， 继父和母亲生

活了十几年。 2009年， 继父去世的时
候， 他积极地为继父买墓穴立碑。 随
后母亲也病了， 他忙前忙后的跑着北
京里的大医院。 多亏党的政策好， 能
够报销一大部分， 但自己花费的那部
分也不是个小数目。 他看着并不比自
己富裕的弟妹， 毅然自己掏了大部分
钱 。 现在母亲的病已经有所缓解了 。
2013年他又将年岁已高的亲生母亲 ，
接到了自己身边， 与87岁的岳父、 86
岁的岳母一起生活。 三位老人关系很
好， 这让他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每个家庭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
小矛盾。 如老人喜欢的食物和孩子不
一样。 老人总爱在屋子里抽烟， 说话
嗓门高， 三句不对脾气就上来了。 这
样的小矛盾不解决日久天长就会成为
大矛盾。 当老人们出现不满、 发脾气
时， 作为晚辈他们从不吱声， 待老人
气消了再好好解释。 就这样， 他们的
家庭一直都很和睦。

1980年， 他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
白电视机， 1985年换了一台彩色电视
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为了解决老
人和孩子喜欢不同文艺节目的矛盾 ，
又为老人添置了一台22英寸的彩电 。
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 老人们现
在已经看上液晶的电视机了。 电视成
为了老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件， 不
但增加了老人的生活乐趣， 更让他们
了解了周围的新鲜事， 甚至世界大事
件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

他的子女对老人也非常孝顺， 两
个孩子不管是上学期间还是工作以后，
每次回家都会给老人带些礼物， 或是
生活中的小物品， 或是老人爱吃的糕
点、 水果， 让老人乐的合不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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