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力挣钱为“疯

子”治病，富养弃婴长

大成人成家，教育“浪

子”回头重获新生，照顾

侄男侄女比亲生孩子还

亲……

曹英珍，云阳县故

陵镇宝兴村一位普普通

通的农村妇女，从上世

纪70年代至今，生活并

不富裕的她，心怀大爱，

行善50年，收养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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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英珍：行善曹英珍：行善5050载载 收养收养1212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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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英珍 3 岁丧母，13 岁丧父，不

到14岁就在煤窑挑力。

有人说，挑力是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搞集体经济时，不少农村男人养家

糊口的特殊印记。同样，对曹英珍这

位农村妇女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

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了一个特殊的

大家庭。

风风雨雨几十载，曹英珍和丈夫

通过挑力挣钱养家，收养没有血缘

的“疯子”“侄女”“浪子”等之外，还养

活了丈夫需要帮助的弟弟妹妹及侄

男侄女，前前后后有12人。

“自己已有 3 个孩子了，还要捡

那么多野娃娃来养，真是脑袋有病，

无事找事活受罪！”曹英珍的做法，村

里一些人刚开始很不理解。

“做一件善事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做善事。”“她最理解无家可归人所

经历的苦痛，是菩萨心肠。”随着时间

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曹英珍的善举

大加赞赏。

“小时候，无依无靠，特别渴望有

人给我一个家，给我一口饭吃。”这些

年，什么苦都吃过的曹英珍把自己的

一碗饭分给了十多人吃。有血缘的，

是她亲人；没有血缘的，她更是待之

为亲人。

“既然是在一个锅里吃饭，我就

要负起责任，不但要养活他们，更要

将他们培养成人。”难能可贵的是，

在“黄荆条子出好人”传统观念盛行

的年代，曹英珍用自己开明、包容的

教育方式，帮助养子养女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

2020年，积劳成疾的曹英珍双膝

盖骨坏死，在医院做了下肢手术，行

动有些不便，老人说：“如果再遇到这

类事，还是要能帮则帮尽量帮！”

（记者 李充 贺元河 何晓蓉）

一生行善给12人一个家

“我的命，是‘表嫂’一家给的！”

近日，“疯子”朱林全说起“表嫂”曹英

珍的恩情，老泪纵横，声音哽咽。

65岁的朱林全是故陵镇红椿村

一位孤寡老人，1991 年搬到曹英珍

家生活。几年前，他被评为“五保老

人”，从曹英珍家搬到镇上去住。

其实，朱林全和曹英珍并

无血缘关系，只是由于农村

讲究同乡之谊，互称“老

表”以示亲切。

朱林全一生命

运坎坷：幼年丧父，

母亲改嫁，孤苦伶仃的他，靠村里人

帮衬，吃百家饭长大。屋漏偏逢连

夜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青春

年华的朱林全得了一种罕见怪病，

每次发作，手指发乌，周身发冷，像

“打摆子”。

“心里难受，极度狂躁，在村里乱

跑乱叫，都说我是疯子。”朱林全说，为

治病，连家里的磨子都卖了，东拼西凑

付清最后一笔拖欠的药费，自己就成

了上无片瓦、无家可归的“自由人”。

正在朱林全濒临绝境时，曹英珍

收留了他。“年纪轻轻的，是个‘病秧

子’‘药罐罐’，瘦得不像人样，路都走

不稳。”曹英珍清楚记得朱林全经人

介绍来她家的情景——“头上虱子到

处爬，衣服又破又脏”。

“人家有难处，能拉一把是一

把。”得知朱林全的不幸遭遇，曹英珍

征得略懂中医的丈夫徐克银的同意，

收下了朱林全。

宝兴村山大坡陡，地势偏僻，经

济落后，按当地人的话讲是“鸟不拉

屎，尿桶放不稳”的穷旮旯。

曹英珍就生活在小地名叫“袁家

梁”的半山腰上，一家生活来源除了

有几块薄地外，就是靠到附近煤矿挑

力，生活并不轻松。

“挑 100 多斤煤下山，能挣三角

钱。打起火把，早上 5 点下山，一直

忙到天黑。一天挑 4 趟，肩磨破皮，

脚打起泡，能挣一块二角钱。”曹英珍

说，那一年，光给朱林全买药就花了

1000多元，相当于要挑力5000多次。

“我‘疯子’能活到今天，是表嫂

一肩一肩挑出来的！”朱林全说，经过

几年治疗调养，他的病得到有效缓

解，疯癫发作频次减少，逐渐过上正

常生活。

挑力挣钱给“疯子”治病

“她是我这一生的骄傲，人长得

漂亮，懂事又乖巧，现已成家立业，在

一家婚庆公司干得风生水起。”说起

“侄女”朱琼的成长故事，曹英珍话匣

子一打开就关不住。

“生母在一边，养母大于天。‘小

伯伯’对我的养育之恩，用千言万语

都难以表达。”提起养母，朱琼一脸的

幸福。

“侄女”朱琼和“小伯伯”曹英珍

之间这一段特殊情缘，还要从 1993

年的那个冬天说起。

“那一天是冬月初十，寒气逼人，

天上飘着雪。”岁月不饶人，已是七十

高龄的曹英珍记忆虽不如从前，但对

朱琼被抱养的那个日子和她的生日，

仍记得清清楚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云阳一些

偏远农村，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现

象不同程度存在。“被亲生父母遗弃

在一户人家的猪圈旁，要不是发现及

时，遇到了‘小伯伯’，就没有我的今

天。”一向乐观的朱琼谈及自己的身

世，有些伤感。

养女朱琼为什么不是跟曹英珍

的丈夫姓徐？为什么她叫曹英珍“小

伯伯”，而不是叫“养母”？故事有点

复杂。

原来，在计划生育年代，曹英珍

已有 3 个儿女，要再收养弃婴，与当

时的政策有冲突。

“孩子得上学，将来要成家，总得

有个‘身份’。”曹英珍和丈夫商量，

“侄女”由他俩抚养，户口上在无儿无

女的“老表”朱林全户头上。

于是，朱林全成了“侄女”名义上

的“父亲”，曹英珍夫妇则成了朱琼口

中的“小伯伯”。

被抱养到“小伯伯”家，朱琼是幸

运的。

“没得奶吃，她就用 5 斤杂粮换

1 斤大米，然后磨成米粉，兑开水和

白糖喂我。上小学，她给我开‘小锅

灶’，用挑力换来的钱专门买个坛

子，装 21斤大米，让我在学校能吃上

‘钵钵饭’，而他们自己，顿顿喝菜糊

糊。”朱琼生活在“小伯伯”家，物质虽

不富足，但精神关爱十分富有，全家

上下都围着她转，都宠着这个骄傲的

“小公主”。

“捡来的女儿，比较敏感脆弱，

更需要富养，‘一碗水’要多倾倒在

她身上，她心里才更健康阳光。曹

英珍没多少文化，不会讲大道理，但

骨子里的善良，不经意间散发出人

性的光芒。

富养弃婴当“心肝宝贝”

行善积德

大半辈子，曹英

珍不但从物质上尽

量满足养子养女，而

且在家庭教育上更是

上心。

1985年，13岁的巫溪

人柳顺华流浪到宝兴村。曹

英珍在多方打听其身世无果的

情况下，见少年可怜，便将其收

养。待年龄稍长，柳顺华也为家里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也许是从小就流浪的原因，柳

顺华缺少应有的管教。为这，曹英

珍可费了不少心。

“英珍，你家顺华把我家的一

张床单拿走了……”一天，山下一

住户找上门来告状。

“大姐，怪我平时管教不严，责

任全在我，就当是我偷的，由我来

赔。这孩子再过几年就要娶媳妇成

家，如果这事传出去，会毁了孩子一

生。看在孩子未来的份上，请你原

谅！”曹英珍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哪只手拿的，就剁哪只手！”

当天晚上吃完饭，曹英珍把柳顺华

悄悄叫到门外，从背后突然掏出一

把明晃晃的菜刀，要赶他走。

“您就是我亲娘，我再也不敢

了！”叛逆倔强的柳顺华被突如其

来的一幕吓得直哆嗦，“扑通”一

声，双膝跪地，磕头认错，流下悔恨

的泪水。

“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

背到老。六块钱的一张床单，差点

让自己和养母在村里抬不起头

来。”柳顺华说，平时，养母手指头

都没舍得弹他们一下，拿菜刀赶他

出门，养母用心良苦，真正目的是

要他走正道，做好人。

浪子回头金不换。之后，柳顺

华变了，再没拿过别人一针一线，

并且主动为家人分忧，特别勤快，

还能吃苦。如今，柳顺华已在山西

临汾成家立业，育有两个儿子，去

年还添了孙子，“升级”当了爷爷，

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顺华经常给我们老两口寄

钱，随时打电话、发视频，嘘寒问

暖，逢年过节还要赶回来看我们。”

曹英珍说，只要他过得幸福，自己

就知足了。

教育“浪子”做人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