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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面对双亲突然离世的三个侄儿，
冯泽秀用柔弱的肩膀扛起重担，在照料自己一
儿一女的同时，抚养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长大成人，诠释了“母亲”的含义。

“有我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他们！”她用
爱和真情为三个孩子打造“避风港”，用16年的
坚守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近日，这位普通的
农村妇女上榜2024年第二季度“重庆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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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家突遇变故
当起三个娃的“妈”

冯泽秀今年61岁，是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长丰村一名
普通的农家妇女，与村民李方云结为夫妇，育有一儿一女，
平时敬老扶幼，在村镇广受赞誉。

2008年，李家最小的兄弟李军和妻子进藏务工，不料在
路上发生重大事故，夫妻俩当场身亡，来不及留下只言片语。

丈夫李方云作为家中老大，带着李军3个未成年的儿
子去青海善后，并将弟弟两口子安葬于老家。此时，三个孩
子分别只有15岁、5岁和3岁。

面对三个即将从此无依无靠的侄儿，李方云也有些为
难：家里刚把一对亲生儿女抚养大，儿子当了兵，女儿考上
大学，家里好不容易能松口气。而且妻子冯泽秀患有支气
管炎，也不宜操劳。

冯泽秀看到丈夫眼中的为难，她没有说话，把孩子们拉
到身边，打了一盆热水，为几个娃挨着洗了把脸，又煮了三
碗面，把过年过节才舍得吃的上好腊肉拿出来。

她看着很久没好好休息的几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面
条，轻声跟丈夫说：“孩子就由咱们来养吧，有我一口饭吃，
就绝不会饿着他们！”

多年后，冯泽秀说起当年为何敢于下这样的决定时说，
丈夫兄弟家遭遇重大的变故，但家不能垮，如果几个年幼的
孩子因缺乏照顾而误入歧途，会是一辈子的遗憾和痛心。

农村大妈教育观
正直善良放首位

就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家庭诞生了。
“要让这些孩子走上正道，咱们这个大家庭才会好！”这

句话说起来容易，为此，冯泽秀用了16年的光阴去兑现承
诺。

3个年幼的孩子不仅要面对失去双亲的痛苦，还要面
对未来的生活和教育问题。

最大的侄儿李明（化名）初三毕业后，就决定跟随舅舅
去建筑工地打工。临行前，冯泽秀跟老大进行了一次长谈，
告诉他工作没有高低贵贱，去建筑工地她也支持，但一定要
认真干活、学习，把自身和他人安全放在第一位。

后来听说老大要去考施工员，需要一笔费用，她毫不犹
豫地转了钱过去。“只要是学习，就不怕花钱。”读书不多的
冯泽秀很明事理。

老二李灿（化名）身体患有残疾，左手左脚都缺少中指，
而且手指外翻。这导致他有些自卑，不愿跟人交流。有人
建议给他办个残疾证，还可以享受到优惠。但冯泽秀看出

老二的心思——他并不想被特殊对待，而是希望跟大多数
人一样，因此一直比较抵制办残疾证。

“我们还有点积蓄，去给娃做个矫正手术吧。”冯泽秀主动
跟丈夫商量。去医院一打听，手指整形手术需要6000多元，
他们把所有积蓄取出，又找亲戚借了些，为老二动了手术。

冯泽秀五六年都没有添置过新衣，给侄儿交手术费时
却没有半点犹豫。手指机能恢复了大半，笑容又回到了李
灿的脸上。

最让她不放心的是老三李飞（化名）。由于从小失去了
父母，特别调皮、叛逆。起初被外婆、李方云的妹妹照顾过，
但由于身体、工作等原因，最终还是被冯泽秀接回家。

有一次，老三偷拿了家里的零钱去打游戏。冯泽秀并
没有因为孩子年纪小而纵容。她第一次拿出尺子，对着他
的手板心打下去。“其他的错误大妈都可以原谅你，但偷摸
盗抢，绝对不能有！这个必须要改，不改的话我对不起你的
父母，改了，你就还是我的好孩子！”她含泪打下每一尺，“我
们不是富有人家，但心绝对不能穷！”

最后老三诚恳地表了态，保证绝不再犯。她这才将孩
子揽入怀中，心疼地为他擦去泪水。

有一次，老三跟同学打架受伤，回家却说是摔了。她了
解到是对方先动手，同样苦口婆心地教育侄儿，“即使对方
不对，你也要跟他讲道理，不然，即使你有理，也会跟对方一
样不占理。”

冯泽秀文化水平不高，但她明白，做一个正直、善良的
人，比什么都重要。

培养出两个大学生
播撒“最美”家风

长期的劳作让冯泽秀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头
上的白发也多了起来。16年过去，3个侄儿都已长大成
人。目前老大在西藏做安全监理工作，老二老三分别在海
南和重庆读大学。

“希望老大能成家立业，老二老三毕业后能找个好工
作，三个娃儿能立业成家是我对他们爸妈最好的交代。”冯
泽秀的心愿很简单。

老大知道大妈身体不好，第一个月的工资就为她买了
按摩洗脚盆，还经常会寄钱回家。冯泽秀每年也都会寄去
亲手做的腊肉，让远方的孩子不忘家的味道。

今年读大一的老三在全市技能比赛中获奖，拿到了
8000元奖金，还获得了参加全国大赛的机会，第一时间把
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妈。

在冯泽秀家中，3个侄儿的房间一直保留着。在她看
来，家便是侄儿最温馨的港湾。

“她对3个侄儿的悉心照看，我是一路看过来的，她出
钱又出力，日子再苦，都没听到她有过一句抱怨的话。”邻居
吴修清对冯泽秀赞叹不已。何埂镇统战委员唐承平用“实
在、用心”来形容冯泽秀，“将侄儿们抚养成人，她的爱和真
情让人动容、令人钦佩，播撒‘最美’家风，值得我们学习。”

每年过年时，几个孩子都会往家赶，一家五口人会拍一
张全家福。三个“儿子”都争相把头往大妈身上靠，眼里满
是笑意。

在冯泽秀家堂屋正中央，悬挂着一幅绣有“家和万事
兴”字样的刺绣，这句话也是对她一家的生动诠释。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永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10月15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14日清晨，长江上
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段科研监测一次
性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38尾，是自2021
年以来，单日单船监测记录到长江鲟数量最多的一次。

据了解，重庆市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与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合作连续四年开展科研监测，
发现记录的长江鲟、胭脂鱼、岩原鲤等国家一、二级保护
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这次在保护区重庆段的核心区
永川松溉江段温中坝水域监测到的 38 尾长江鲟，长
19.0-88.0cm、重30-2500g，生长态势良好，活泼灵动，
十分惹人喜爱。

当天8时35分，科研人员对38尾长江鲟完成测量体
检后，将这些可爱的精灵放归自然。

早在2022年，保护区重庆段实验区江津丁家沱水域便
首次监测发现规模较大的长江鲟种群，达33尾之多，此后，

单次监测数量不断增多，表明保护区增殖放流和保护管理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昨天，“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五届插花花艺行业技
能竞赛在九龙坡区举行。选手们通过制作碗花、花束等
模块进行比拼，不断提升插花技能。

选手们的赛场也是才艺展示的“舞台”，吸引了不少
市民驻足观看。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正在盛开的桂花
花枝也可作为“素材”，与其他花材一起组合出多姿多彩
的花艺作品。“承办技能竞赛，让区内更多优秀的选手脱
颖而出。”赛事承办方九龙坡区人社局负责人表示，该区
每年均申报“巴渝工匠”杯重庆市插花花艺行业技能竞
赛，同时举办“九龙工匠”杯职业技能竞赛，不断提升该区
选手技能水平。在前不久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该区选手熊首钰、巫妍婷分获抹灰与隔墙系统、3D数
字游戏艺术两个项目金牌；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
能大赛上，该区选手黎思吟获数字建造项目银牌等荣
誉。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丈夫的弟弟弟媳意外去世，留下三孩子
农村大姐当起义母，抚养三个侄儿成才

“有我一口饭吃，
就不会饿着他们”

第五届插花花艺行业技能竞赛
正值盛花期的桂花枝成了素材38尾之多！重庆发现一群野生长江鲟

万州区水产研究所新田基地，“鱼爸爸”王飞（右）与
同事检查长江鲟生长情况。 （资料图）

轨道站内，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有急事，请站台上一位
保安临时帮忙抱娃，保安全程小心翼翼，轻轻摇晃温柔照
顾，这有爱的一幕被网友拍下视频并发到网上，被网友点赞

“安全感拉满”“中国式浪漫”……
10月14日晚，记者联系上视频中这位保安，他是今年

46岁的阎凌志，是轨道交通10号线鲤鱼池站的一名工作人
员，在鲤鱼池站工作已有3年。他说，没想到被网友记录下
这一幕，其实这只是地铁工作人员的“常规操作”。

阎凌志回忆，事发于10月13日下午4时15分左右，他
正在站台值班，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找到他，称自己着急上
洗手间，请保安帮忙抱下自己的孩子。“孩子看起来3岁左
右，当时睡着了。”阎凌志说，自己也是一位父亲，帮忙也是
出于本能。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谭旭

帮忙抱孩子温柔摇晃
温馨一幕融化网友

冯泽秀在菜地劳动

冯泽秀和她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