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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康宁幸福家
──访百岁老人叶蓉花

在辉埠镇达坞村棚桥自然村11号，
有一个福寿康宁的幸福家庭，家里住着
位百岁老人。去见老人的那天上午，下
着很大的雨，暴雨也没能阻挡我们寻访
老人的脚步，车子在暴雨中向目的地缓
缓而行，一进入村口的标志性建筑棚桥，
达坞村的洁美环境就让我们大开眼界，
宽阔的柏油路，道路的两边各家庭院都
有护栏和花圃，路面整洁，一眼望去，见
不到一点的垃圾和杂物。特别是漫步在
村中，棚桥底下那条穿村而过和小溪里
蜿蜒流过的溪水清澈见底，溪水里面还
有许许多多的小鱼无拘无束地游来游
去，恍惚中，我们以为来到了哪个度假
村。同时，也让我们释然，有百岁老人生

活在这样的村庄环境里也就理所当然
了。进村不久刚好碰到正带着几个村两
委干部在查看村情的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琚利民，知道我们的来意后，他
主动把我们领到了老人家里。

老人叶蓉花，出生于1921年8月8
日。老人14岁从本县金川街道徐村村
嫁到达坞村，丈夫叫徐以康，两人结婚后
一共生育了6个儿女，他们都先后夭折
了，没能养大一个，后领养了8岁的侄儿
徐德禄做养子。丈夫徐以康在几年前就
已去世，老人一直与养子一家生活在一
起。走进老人的家中，家里的整洁让我
们倍感舒服，陈旧的桌椅擦得发亮，没有
装修过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水泥地
面被清理得光亮，老旧的热水壶表面也
是一尘不染；老人个子小小的，看着非常
的精干，年纪看上去也只有90岁光景，
穿着依然保持着旧时年代的风格，一身
灰布对襟大挂显示着老人的朴实；据养
媳妇鲁生莲介绍，这几天老人有点身体
不适，大多时间都在床上躺着，不然看到
有客人到来，早忙着倒茶递烟，满脸的笑
容在干瘪脸上就如夏日里的太阳花，让
你绝不相信眼前是位百岁老人。

如今已102岁的老人，生活饮食都
非常的有规律，每天早睡早起，每餐可以

吃一大碗饭，不挑食，不嗜烟酒，就喜欢
吃糖和煮鸡蛋，鸡蛋除了煮的其他什么
做法的都不吃。身体上除了有点耳背，
其他的状况本来都很好，可在98岁时和
今年上半年各摔倒过一次之后，每况愈
下，影响很大。思维清晰，以前的事都能
记得，还可以清楚地向大家介绍。平时
说最多的是在自己引导下养子还做了乡
村医生。因为老人和丈夫早年生育过6
个子女都先后夭折，没能养大，这都是因
为当年的贫穷和缺医少药，加上老人自
己没能进过一天校门，没有文化，就把希
望都寄托在养子身上。今年74岁的养
子徐德禄也没让她失望，初中毕业后就
在村里当了乡村医生，后又连续担任了
多届的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在
当了20多年乡村医生并带出徒弟后又
自主创业规模种植食用菌等，都取得了
不凡的业绩。

老人一生与人为善。她虽然没进过
一天校门，但懂得本分做人，与人为好，
她的善良、本分在全村都是出了名的。
老人还特别的重视家教、家风，自小对后
代晚辈灌输良好的家教、家风理念，教育
晚辈要孝敬长辈、善待邻里。现在只要
走进达坞村，问起老人一家，无论是养子
徐德禄夫妇还是他们的一双儿女，都是

出了名的孝子、好人。在老人家里正堂
墙壁上挂着的一块块“五好家庭”“文明
之家”“创业标兵”等奖牌最能说明问题，
也是老人最引以为傲的。

老人的一生过得平平淡淡，年轻的
时候吃够了苦，如今的日子越来越好，政
策也是越来越好，老人一说起这些就感
到很满足，特别是养子、养媳妇都对她很
好，知道她有喜欢吃糖和煮鸡蛋的喜好，
就每天都会煮几个土鸡蛋给她就糖吃。
让她开心得很，蓬人就说养媳妇的好，这
不，在我们刚进屋时就见到堂前蒸锅里
煮着鸡蛋。

达坞村的村民们无人不知这位102
岁的老人，老人的长寿让全村人都受到
鼓舞，并为此骄傲。逢年过节的时候，市
里、县里、乡里、村里都会为老人送上慰
问品，以表达大家对这位长者的尊敬和
关爱。在我们进屋时，老人家中正堂墙
壁上挂着一块由原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朱建华亲笔书写有“福寿康宁”四个
大字的牌匾格外引人注目。琚利民告诉
我们：“这幅字是去年重阳节时，市老龄
办来看望老人时，朱建华现场提写的。”
是啊！这不正是这个家庭“福寿康宁幸
福家”的最好写照吗？

我县现有百岁老人二十余人，但真
正行动自如、思路清晰的为数不多。家
住紫港街道狮东村的百岁老人范士俊却
思路敏捷精神爽，行动自如步履稳；看书
看报看电视，国家大事仍关心。初次见
到范老师时，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百岁高
龄。

热爱劳动 吃苦耐劳
1922年1月12日（农历1921年12

月15日），范士俊出生在敷教乡龙池里
二十九都平字庄（现紫港街道狮东村占
家山自然村）一较富裕的农家，家有田地
20亩，吃穿不愁令人羡。因从小受优良
家风的熏陶，范士俊懂事起就拒绝娇生

惯养、掌上明珠的生活方式。他6岁守
鸡，7岁放牛，8岁背着书包上学校。先
后在当地私塾、县城塔山小学等学校读
了8年书，16岁离开学校回家从事生产
劳动。当时父母并没指望他下地干活，
而是希望他多读书，进仕途，出人头地，
光宗耀祖。可是范士俊偏偏热爱劳动，
不怕吃苦。仅一年多时间，他样样农活
拿得起，犁耕耙耖均娴熟；耕地深浅均
匀，耙田井井有条，耖田异常平整。

有一次，本村一中年农民牵着牛犊
教犁地，牛轭刚架好，牛犊撒腿跑。此时
范士俊也到田里犁田，看到后主动上前
帮他训牛，他先将牛脖子上摸了摸，然后
将牛肩膀上揉了揉，没想到牛犊乖乖听
话，不再撒野捣乱，架上牛轭很老实，蹬
腿使劲把犁拉。中年农民由衷地佩服
他，没想到自己耕地10多年，技巧不如
小后生。

当时一些贫困人家的小伙子劳动技
能远不如范士俊，家人常常训斥说：“你
看看人家士俊，生在富裕人家却热爱劳
动，精学农耕，你怎不好好向人家学学
呢？”

后来范士俊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
中，每逢寒暑假都要义务到生产队里干

活，队长对他说：“你到队里干活应该给
你记工分吧？”范士俊说：“我当老师有工
资，怎能给我记工分？”炎热的夏天，范士
俊和社员们一起挥汗如雨，队长对大家
说：“看看人家范老师，放假期间义务来
队里干活，我们没有理由出工不出力
了。”在范士俊的榜样作用下，有几个出
工不出力的社员再也不好意思偷懒了。

乐善好施 助人为乐
范士俊小时候父亲就常教育他说：

“我们范姓家风家训共有1280多字，但
最精髓的是‘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宽
以待人’‘严于律己’‘诚实守信’‘厚德载
物’‘尊老爱幼’‘和谐家庭’。”优良的家
风家训，在范士俊幼小的心灵中刻下烙
印。小时候，有一次和邻居小伙伴上山
砍柴，就在柴禾砍好将要准备回家时，小
伙伴突然被一窝野蜂叮咬无数下，脸上
肿得像馒头，双眼紧闭睁不开。范士俊
不但将他搀扶回家，还将他的柴禾也挑
回家，父母正要训斥他为何回来这么晚，
当知道他是为了助人而误时，夸奖他是
好样的。

1950年，有文化的范士俊受到有关
领导的关注，当年9月，被安排到原宋畈
乡双溪口小学教书，几年后又先后调到

桐村小学、狮子口小学、孔家弄小学、占
家山小学、渣濑湾小学等学校教书，直到
1982年 1月在狮子口初中退休。并在
1980年1月获浙江省教育委员会颁发的

“从教三十周年荣誉证书”。
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农家生活贫

困，温饱难解决，无钱交学费，好多学龄
儿童与学校失之交臂。为了鼓励更多的
小孩上学，范士俊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
的工资帮助入学儿童垫付学费，他对学
生家长说：“孩子读书要紧，学费何时有
再还给我没关系的。”据了解，仅从1950
年9月至1953年9月，范士俊共为80多
名孩子垫付过学费，其中有几个家长实
在没钱还，拎只鸡或鸭送给他表心意，都
被他拒绝了。

1982年1月，范士俊老师退休后居
住在占家山村，但仍做到两个坚持：坚持
看书看报看电视；坚持助人为乐心地
宽。多年来，凡有村民急需用钱，他都慷
慨相助，谁家春耕无钱买肥料，他知道后
就说：“我这里先拿去，何时还我没关系，
春耕不能耽搁。”

俗话说：热爱劳动，身体健康；赠人
玖瑰，手留余香。这就是范士俊老人长
寿的秘诀吧。

近年来，常山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共同富裕幸福颐养标杆区建设为目标，把

握形势、立足县情，通过政府、家庭、社会三方合力，全方位打造“孝老之城”。截至目前，

我县共有22名百岁老人，主要分布在天马街道、紫港街道、球川镇、招贤镇、东案乡、大桥

头乡等乡镇（街道）。其中，男性6名，女性16名，最年长者为招贤镇廖荣风106（虚）岁。

连日来，县作家协会组织部分会员进村入户，走进百岁老人家中进行采访，以文字形式记

录下百岁老人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分享百岁老人们的健康长寿秘诀。今日起，本报将

陆续刊发系列文章，本期为第一期。

通讯员 王海福

热爱劳动 心地善良
──百岁老人范士俊的长寿秘诀

通讯员 林华

叶蓉花家庭合影

百岁老人范士俊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孝老爱老敬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