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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区朱亭镇福冲村有个好儿媳

照顾瘫痪公公 事迹感动乡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田婧杨 肖竞

“爸爸，吃饭啰！”11月26日中午，渌口
区朱亭镇福冲村，颜冬英将做好的饭菜从
厨房端出来，坐在轮椅上的公公刘树生正
在晒太阳，她调整好轮椅的角度，拿起筷
子，一口一口喂公公吃饭。吃完饭，她又熟
练地端水给老人漱口，拿手帕帮老人洗脸。

4 年前，颜冬英的婆婆去世，公公刘树
生中风瘫痪在床，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其
老公和儿子在外工作。为减轻他们的负
担，颜冬英辞去工作，挑起了照顾公公衣食
起居的重担，“我公公是个爱讲究的人，不
能到老了，不能行动了，就过得不舒心。”
颜冬英说。

颜冬英的一天是忙碌的，每天早上5时
起床，先给公公洗漱，准备好一家人的早
餐，再送两个孙女去学校，回来后收拾家
里，给公公按摩，陪他聊天。

为了更好地照顾公公，颜冬英买了张
床，和公公住在同一个房间，4 年来，她晚
上一直都是和衣而睡。“我起夜频繁，她怕
我摔跤，一有动静她就起身照顾我。”受中
风影响，刘树生有些口齿不清，但说起儿
媳，老人十分激动。他告诉记者，自己刚
中风那会儿，真不知怎么活下去，可儿媳
不嫌弃他，自己大小便失禁，颜冬英随时
检查询问，替他清理擦洗，给他洗澡，防止
褥疮。

“我命好，不是她这样照顾我，我没有
一点用了。”说着说着，刘树生流下了眼泪，
在颜冬英的精心照料下，刘树生的病情稳
定好转，现在能拄着双拐在平地上慢慢活
动。

这些年，颜冬英很少走亲访友，从不出
远门。前些天，她把80岁的父亲也接到身
边一起照顾，57 岁的她照顾着两位老人和
两个孙女，还在家里种了一亩三分地，帮孙
女们喂了兔子和小狗。

“照顾公公，没有怨言，天天这样、年年
如此，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很难坚持下
去，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福冲村党总支
书记龙水生说。

“一家人总要往前走，我苦点累点没什
么。”采访间隙，颜冬英抬起头看了看太阳，
起身走进菜地里，开始准备晚餐。太阳照
在她身上，温暖而明亮。

夫妻“鸡司令”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颜冬英给公公喂饭。 通讯员/肖竞 摄

山林做跑道，虫儿当美餐

石板桥村庙上组环境幽静，
远离污染，草木丰茂，刘飞来、龙
志敏夫妇俩的家就在村里最深
处的山沟中。

见到刘飞来时，他正扛着一
大包谷子喂食，没有什么特殊的

“号令”，谷子一撒到地上，鸡群
就迅速围拢过来，争先恐后地吃
食。妻子龙志敏一手挎着篮子，
一手拨开树枝、灌木俯身探寻，
不一会就捡了小半篮鸡蛋。这
些鸡蛋个头娇小，有的堪比鹌鹑
蛋，看起来十分可爱，“这些可都
是地道的农村味。”看着手里的
成果，龙志敏笑眯眯地说。

10年前，在外打工多年的夫
妻俩有了回乡的念头，“我们没啥

手艺，在外面打工累，挣得也不
多，心里总觉得还是家乡最好。”
刘飞来介绍，于是，两人选择了最
熟悉的领域来创业——养鸡。

“土法散养”是夫妻俩深思
熟虑后做出的一致决定，村里环
境好，是天然养殖场。鸡在树林
里吃虫子、野草，喝山泉、露水，
平日里辅以稻谷等“补充营养”，
成本低了很多。散养鸡把山林
当做运动场，肆意奔跑觅食，运
动量够，肉质紧实，皮下脂肪少，
鸡味浓郁，口感好于饲料鸡，更
受欢迎。而鸡粪又给树木增加
养分，一举多得。

“鸡放养在山上不怕丢吗？
这么多鸡知道总数吗？”记者问

出自己的疑惑。
“不会，一来我们村民风淳

朴没人偷，二来我们在树林里建
了鸡舍，平时在鸡舍附近喂食，
久而久之，鸡就习惯了‘定点集
合’。”龙志敏笑着说，“唯一要防
的就是黄鼠狼，不过我养了几只

‘战斗力’很强的大鹅，有它们保
护鸡群，问题不大。”

记者看到，鸡舍附近有些树
的树枝垂了下来，“我们家的鸡
比较特别，有一半不爱睡鸡舍，
对树枝情有独钟，久而久之树就
被压弯了。”刘飞来语气里满是
骄傲，他介绍，养鸡要“慢工出细
活”，一般一只鸡他们要养足 10
个月才出售。

一场病，1500只鸡几乎死完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夫妻俩
吃苦耐劳，现在鸡的存栏数量已
经超过 6000 只，两人还养了藏
香猪，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幸福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
“养三五只鸡时，觉得很简单，数
量多起来才知道难。”刘飞来介
绍，起初买了300多只鸡仔试养，
由于缺乏经验，收效不理想。

“几年前我也回乡了，到处
收集种蛋，看到哪家鸡长得健壮
就去询问。”刘飞来的儿子刘峰
辞去了广州的工作，买了一台孵
蛋机，回乡帮父母一起养鸡，但
过程并不顺利，“有一年，鸡群染

病，出现死鸡现象，总共1500只
鸡，最后死得只剩不到100只。”
刘峰介绍，有四五年时间处在亏
损阶段，总共亏了几十万元。

困难没有压垮这一家人，他
们买来书籍，请教养鸡能手，总
结经验，现在孵育、配料、防疫的
事完全不在话下。

鸡养好了，最重要的是卖出
去。“没有什么秘诀，主要靠口碑。”
刘飞来憨憨一笑，他介绍，起初靠
亲戚朋友口耳相传，然后儿子刘峰
在市里盘了个门店，专门卖土鸡和
鸡蛋，积攒了不少回头客。

“现在大家都玩微信，我经

常在朋友圈里发布养鸡、捡鸡蛋
的视频，通过社区微信群、朋友
圈打广告，渐渐的，口碑就起来
了。”刘峰介绍，现在一年能卖上
万只鸡、1万多公斤鸡蛋。

看到“钱景”，有村民也加入
了养鸡行列，“我们提供鸡苗，支
持技术，还兜底销售，让大家没
有后顾之忧。”刘峰现在正在琢
磨通过直播形式，让更多人看到
自己父母养的生态
鸡 ，拓 展 销
路，带动更多
乡亲增收。

11月29日下午，穿过蜿蜒的村道，记者来
到渌口区南洲镇石板桥村庙上组。冬日的暖阳下，农家
屋舍俨然，山坡上白色的山茶花开得正盛，“咯咯咯”的
声音透过树林传来。走进其中，只见一群群或乌黑或棕
黄的土鸡正闲庭散步，它们时而低头啄食野虫，时而相
互嬉闹玩耍。见记者靠近，鸡群默契又机警地闪进树林
深处，听见几声狗吠又如闪电般平地起飞，精神头十足。

这些鸡是村民刘飞来、龙志敏夫妇养的，村里的小山
坡是他们的天然养鸡场。10年前，在外打工的夫妻俩选
择回乡创业，通过辛勤劳动，如今已成了远近闻名的“鸡
司令”，年收入达20多万元，在家乡过出了自己想要的“诗

与远方”。

▲夫妻俩正在喂鸡。 邹怡敏 摄

▲鸡夜宿树枝。 受访者供图鸡群好幸福

创业很艰辛

株洲的初冬，
阳光明媚，斑斓的
色彩装扮着城市
的大街小巷，就像
大自然打翻了调
色盘，美不胜收。
当初冬的这些美
景裁成一件衣裳，
穿在身上会是怎
样 的 视 觉 体 验 ？
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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