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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小院更动人的
是爷爷婆婆的日常

5月13日，正值初夏，阳光和煦。在距
离重庆中心城区大约70公里的南川区大观
镇一处村庄里，青翠竹林间掩映着一座三层
红砖房，那便是网友们心中的“梦中情院”。

主人张治新77岁，老伴卢婆婆74岁。二人
结婚已有57年，多年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一条两旁开满鲜花的石梯路，是通往小院的必
经之路。张治新的儿媳婷婷告诉记者：“以前这是一个
土坡，30多年前，我公公一点点把它修成了梯坎。这样婆
婆走起来方便，脚底不容易打滑。”

走进院中，红砖黑瓦的三层小楼前，是一片璀璨的花海——
有绣球、月季、映山红，屋前屋后还有两片陪伴这栋小楼43年的楠
竹林，以及3棵被张爷爷视为“镇院之宝”的山茶花树。

张爷爷、卢婆婆此时不在家，循着婷婷的指引，记者从小院眺
望出去，看到了二人正在田地里干活。“他们很勤劳，而且基本上走
哪里都一路。”婷婷是一名“85后”，大学时学的摄影专业，“耘兮小
院”的视频均出自她之手。

婷婷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喜欢记录生活，没想到把小院的改造
过程放在网上后，竟被这么多人喜欢。她更没想到的是，大家更喜
欢看的是爷爷婆婆的日常互动。

“好懂生活的爷爷、婆婆啊。”“梦中情院里的神仙爱情！”……
记者看到，评论区里关于爷爷婆婆的讨论有很多。如今，小院全网
粉丝有50多万人，累计点赞量早已破千万。

那时书信很慢很慢
一次写满两大页牵挂

上午10点过，张爷爷和卢婆婆前后脚回到小院。
张爷爷干完活后，去村友家采了几株盛放的红千层回家。客

厅、餐厅、厨房的罐罐里的花，都被张爷爷换成了红千层。看着这
满屋盛放的红，卢婆婆抿着嘴笑了，嘴里却嘟囔着“爱折腾哦”。

备菜时间到了。围坐在小院的凉亭里，闻着满院淡淡的花香，
记者和婷婷、老两口的大女儿燕子一道，加入老两口的择菜队伍中。

“婆婆爷爷，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那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张爷爷爱说爱笑，带着几分孩子气，

如老顽童般可爱。
“你莫听他乱说，他是这个村长大的，我是隔壁村的。生产队

的老辈子给我们介绍的。”卢婆婆嗔怪地看了张爷爷一眼，却掩不
住眼里的笑意。

“那确实是一见钟情嘛！”张爷爷接过话头说，“她当时梳了两
个辫子，看起来很乖很文静。”

“婆婆觉得爷爷帅不？”记者好奇发问。
“我没觉得他多帅，反正看得过去嘛。”卢婆婆说这话时，藏住

笑，故作高冷。
张爷爷说，1967年，二人领证结了婚。1969年，自己去北京当

兵，只能靠写信与卢婆婆联系。“那时候的书信很慢，几个月才能互通
一封，我至少要写两大页嘛。还有津贴一定是全部寄回家的。”

“我爸爸的浪漫很超前哦，写信开头就是‘亲爱的’。”燕子的
“曝料”让老两口都几分不好意思，最后化为满院的欢笑声。

疾病偷走你的笑容
我用鲜花帮你找回来

1975年，张爷爷当兵归来，便与卢婆婆经营起了田园生活。
“我当兵的时候，她在家里既要务农又要带孩子，非常辛苦。”

张爷爷说，自己在部队时就暗下决心，回去后一定要多做家事和农
活，让妻子只管享福。这些年来，张爷爷一直是这样做的。无论是
修石梯坎，还是1981年在山坡上修这座房子，2011年危房重建
……凡是力气活，张爷爷几乎不让卢婆婆插手。

“爸爸宠妈妈，所以我们家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燕子
对此很有发言权。

2020年，卢婆婆突发脑梗。疾病似乎偷走了
卢婆婆的笑容，她整日郁郁寡欢。

“来，这是我送你的花。”为了逗卢婆婆开
心，张爷爷便去山野里采开得最绚烂的山花送
她，偶尔还给婆婆编个花环戴一戴，日复一日
地坚持，那个爱笑的卢婆婆又回来了。

在张爷爷的主导下，老两口和儿女
们一起，开启了房子的新一轮改造——
将厨房设计得明亮、通透，保留柴火灶的
同时，还加上燃气灶，橱柜高度也根据卢
婆婆的身高定制；将小院变成花海，种上
四季鲜花，让卢婆婆每天都能与花为伴，
就连石梯两边也种满了风车茉莉等鲜花。

“我非常感动。”卢婆婆说道。
对于卢婆婆难得的直接表扬，张爷爷

眉毛上挑，脸上写满得意，笑得像个孩子
一般。

结婚57年，老夫妻在
村中打造“梦中情院”

在
花
海
里

爱
如影随形村里佳话
“大观版”爱情天梯

中午时分，老两口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卢婆婆掌
勺、张爷爷辅助，配合得十分默契。

“今天这个蘑菇加了薄荷叶，炒得更好吃了！”菜上
桌后，张爷爷率先尝了一下蘑菇炒笋，如是评价。

张爷爷还说，自己喜欢吃卢婆婆做的菜有一大堆，
如红烧肉、回锅肉、肉末茄子，尤其是烧白最好吃。

“多吃点菜嘛！”卢婆婆给张爷爷夹了一筷子蘑菇。
张爷爷露出几分可怜的神情：“看嘛，她就是嫌我

话多。”
又是一阵欢笑声……
午后，记者拜别婆婆爷爷，找到了该村的党总支书

记李勋杰。他说，婆婆爷爷为人和善、勤劳，他们的恩
爱在村里很出名，二人无论是插秧、挞谷子还是去赶
场，都形影不离。有年轻的村民总结，感觉张爷爷和卢
婆婆就像“大观版”爱情天梯。

你向往的小院生活是什么
样子？近日，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

一处农家小院无意间走红网络，网友将
其称为“梦中情院”。小院里住着一对结婚
50余年的老夫妻，他们在儿女的协助下，历
时4年，将一座传统村屋逐步改造成了屋舍
通透、四季有花、竹林环绕的美丽院落。儿
女将改造日常放到网上后，打动了不少网
友。网友表示，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小院，
还有老两口藏在细枝末节里的爱
意。今天恰巧是“5·20”，一起来

看看这个有爱的故事吧。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的陪伴，这便是
属于乡村爱情的节奏。它不是轰轰烈烈、五光十色的
爱，而是融入到生活点滴中的关怀，是相濡以沫的守候
与陪伴。

为何无数年轻人向往这样的爱情？因为它更纯
粹、更松弛、更质朴、更本真。

这样的爱，离不开优美环境的熏陶。张爷爷和卢
婆婆居住之地，是一个美丽富饶的村庄，绿意盎然的群
山，环抱着一片片良田与碧湖。

大观镇宣传委员罗家玲说，大观镇下辖7个村、一
个社区，皆是这样一派“良田沃野绘丰景”的景象。该
镇是全国重点镇、全国特色小城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镇。在大观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新画卷徐徐展开，托载
起张爷爷、卢婆婆及无数村民的美好生活。

新重庆-重庆晚报记者 王薇 实习生 雍晓
雨 杨春红 摄影报道（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质朴的乡村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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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爷爷给卢婆婆夹菜张爷爷给卢婆婆夹菜

张爷爷和卢婆婆的张爷爷和卢婆婆的““梦中情院梦中情院””

卢婆婆做饭，张爷
爷为她打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