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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兰家59口人同过幸福年
大年初一，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八一乡长丰3社
的87岁老人张玉兰家里格
外热闹，张玉兰的8个儿女
带着各自的子女、孙子孙
女一起来拜年。全家59口
人，洗菜的、烧饭的、端茶
的……一大家人其乐融
融。张玉兰的孙女何荣告
诉记者，每年的这一天是
他们全家定下来的团圆
日，已经坚持了十几年，奶
奶喜笑颜开，享受着四世
同堂的天伦之乐。

最喜家人团聚

每年的大年初一不管
多忙，老何家一大家人都
要聚在一起，这一家风已
经持续了十几年。戊戌年
大年初一，按照老规矩，张
玉兰8个儿女各自带着家
人早早地回到村里的老
宅，给老人拜年，全家59口
人一起吃团圆饭。

开饭啦、开饭啦……
饭桌上，大家的欢笑声、祝
福声、孩子的嬉戏声声声
不绝，说说笑笑，畅叙亲
情，其乐融融的氛围引得
邻居们非常羡慕。饭后一
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唠家
常，尽管比平时忙碌，但是
几代人聚在一起无论怎样
都很开心。

张玉兰老人说，虽然
过去的生活很艰苦，但现
在看到一个个小家庭过得
都很好，每年都来给自己
拜年，再苦也值得了。张玉
兰虽然年近九旬，但身板
硬朗，精神矍铄，耳不聋眼
不花，思维还很清晰。

张玉兰老人的女儿何
美俊告诉记者，10多年前，
父亲去世后，兄弟姊妹不
放心母亲一个人生活，就
轮流把她接到身边照顾。
叶落归根，随着年纪的增
长，母亲总是怀念在农村
的日子。2017年，家族筹资
成立了家族基金，为母亲
在村里盖了间200多平方
米的大房子。如今，母亲搬
进了新房子，儿女们固定
轮流来照顾老人的生活起
居。不论儿孙们是在工作
还是读书，但大家都知道
老人家最大的心愿就是家
人的陪伴，所以一有时间
就抽空到村里看望她，陪
她吃饭聊天。

“看到家人团聚一堂
我就开心，邻居们都说我

有福气，很羡慕我呢！”张
玉兰老人爽朗地笑着说。

老人的二儿子何志国
说，母亲年纪大了，好在身
体很好，平时爱到几个儿
女家串串门，日子过得也
算安逸，不过，每年的节假
日，母亲坚持把孩子们都
叫到身边来，在自己屋里
吃顿饭。为了满足母亲的
心愿，儿女们也不再要求
老人到自己家过春节，而
是约定一个日子相聚在一
起，大家齐动手忙饭菜，让
老人开开心心过大年。

传承孝德家风

其实，这个大家族世
代以孝闻名远近。

张玉兰于1932年5月
19日出生在包头市，童年

在战乱中度过，小小年纪
被迫做了别人家的童养
媳，直到11岁时才被她的
父亲赎回。那一年，张玉兰
的父亲带着全家5口人一
路乞讨来到河套地区。
1949年，18岁的张玉兰和
丈夫何章保喜结连理。

丈夫何章保家是个大
家庭，婚后的张玉兰要和
婆婆以及3个小叔子一同
生活。张玉兰默默地照顾
着一家老小，从无怨言。几
十年来，一大家人相敬如
宾，生活虽然清贫，却也和
和睦睦。张玉兰年轻时也
是孝敬老人的楷模。在那
个艰苦年代，虽然物质不
丰富，但她倾其所有孝敬
婆婆，逢年过节热情周到
地接待亲朋好友。

张玉兰从小就心灵手

巧，能做一手好针线活，会
缝衣裤，做鞋帽。那时候，
农村家里一般孩子都多，
生活自然是捉襟见肘，经
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能
给孩子吃饱饭成了张玉
兰最大的心愿。在大集体
劳动中，张玉兰总是劳动
模范，她的勤劳、善良大
家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何章保常年在外给大集
体搞副业，张玉兰则一
面照顾众多孩子一面照
顾卧病在床的婆婆。张
玉兰回忆说，那时，白天
要在大集体干活，晚上
点上煤油灯熬夜做针线
活。生活那样艰苦，可张
玉兰仍怀着满腔赤诚，
一心一意地孝顺婆婆。
当 时 在 大 集 体 吃 大 锅
饭，张玉兰每天都会把

自己劳动所得的份饭带
回家给生病的婆婆吃，自
己吃野菜充饥。

再后来，国家实行包
产到户，张玉兰家的生活
才逐渐有所改善，但她依
然勤劳、热情、善良，乐于
助人。村里谁家的孩子感
冒生病都要请她去帮忙，
无论白天黑夜，她都会去
给拔火罐、针灸等。

在张玉兰的言传身
教下，她的儿女、孙子孙
女都十分孝顺，并用实际
行动传承着孝德家风。

“我父亲也和奶奶一样，
非常孝顺，我们从小耳濡
目染受父母的言传身教，
现在我们也为人父母，要
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
孙女何荣自豪地说，“孝
德为先是家族的传统，父

亲、叔叔和姑姑对奶奶的
照顾，就是对我们最好的
教育。”

压岁钱人人有份

张玉兰有5儿3女，如
今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张
玉兰说孩子是她一生的事
业，拉扯儿女、照看孙辈都
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她给
予孩子们的爱是纯粹的、
无私的，而这些孩子们也
是她的财富。今年，四代同
堂，59口人，全都来到张玉
兰家陪伴她。吃年夜饭，接
财神，垒旺火，放鞭炮……
每一个环节都特别有仪式
感，张玉兰还带头扭起了
大秧歌，大人、孩子围着旺
火转圈，跳舞，好不热闹。

也许是隔辈亲的缘
故，老人对孙辈，特别是重
孙辈特别亲。最小的重孙
和她相差86岁，孙辈们最
爱和太奶奶一起玩，老太
太也喜欢热闹。

何美俊告诉记者，在
这个大家庭里有行医的、
从商的、从政的、教书育人
的，母亲为她的子孙们感
到自豪。从6年前开始，每
年大年初一，家里的每一
个成员都要过来给老人行
礼拜年，从儿女到孙子再
到重孙，大家会排队为老
人磕头拜年。老太太看着
一代又一代亲人十分高
兴，会把提前准备好的压
岁钱分发给每一个人，每
人一百元，人人有份。每当
这时，孩子们都会异口同
声地谢过老人家，并一齐
祝她健康长寿，气氛非常
欢乐温馨。

然而，张玉兰只给晚
辈发压岁红包，自己却不
收晚辈们的孝敬红包。对
考上大学的孩子，她还会
另外鼓励，还特别叮嘱一
句：“要好好学习，将来做
国家的有用之材！”当孩子
们把自己进步的消息回馈
给老太太时，她心里比吃
了蜜都甜。儿女们说，现在
的孩子从小生长在蜜罐
里，什么都不缺，以后就别
给了。老太太说：“我养老
有你们，留着钱也没用，不
如用来鼓励孩子们上进。”

在张玉兰看来，对孩
子们倾尽所有都不为过。
每当孩子们围在她身边
的时候，就是她最幸福的
时候。

文·摄影/本报记者 段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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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孙们给老人拜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