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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军豪

“千两黄金万两银，不及父母养育
恩。”这是付茂生对李家三兄弟说的一句
话。“道理很简单，帮他们真正理解这句
话的含义，他们之间的疙瘩自然就解开
了。”8 月 27 日，东阿县铜城街道专职人
民调解员付茂生说。

5 年前，李家三兄弟的父亲因病去
世，母亲在老院里与老三一起生活。时
间久了，老三常因一些生活琐事与母亲

拌嘴。老大和老二知道后，便不问缘由
地数落老三。

老三并不接受指责，顶撞道：“赡养老
人，咱兄弟三个人人有份，为什么一直让
老人住在我家？”老大反驳道：“老人的生
活费、医疗费，俺一分没少拿，也从不拖
延，只是让老人住在你家而已。”老二说：

“老房子给你了，咱娘住在你家是分家时
定好的，你看看当年咱们签的文书。”

两三年来，兄弟三人互不相让，闹得
不可开交。老人束手无策，村干部介入调
解也于事无补。

无奈之下，村干部向街道调委会反
映了此事，街道调委会指派付茂生参与
调解。付茂生到村里走访，了解到老三

一家人与老人同住一个院，他的儿子只
能住偏房。如今，他的儿子到了谈婚论
嫁的年龄，不少人上门说媒，但一看居住
状况便没了下文。儿子的婚事成了老三
的心头难，老三窝着一肚子火，借故发
作，与母亲、哥哥之间产生了矛盾。

老二夫妻二人住一个院子，老人若
去他们家住，生活起居更方便。老人也
有此意，但因当年的约定，老人不便开口
说，心里既纠结又痛苦。

付茂生劝说：“老人家，您别难受，如
果您想去老二家住，可以让老三给老二一
些补偿。”老人又犹豫：“行是行，可我张不
开嘴呀。”

“您只要同意，不用您出面，这事包

在我身上。”付茂生说。听到他的话，老
人脸上有了笑意：“哎呀，那可好。”

随后，付茂生把兄弟三人逐个请到
调解室，分别进行思想疏导：“母亲把你
们抚养大，如今她年龄大了，你们三个不
应该在这事上犯糊涂。你们都有自己的
子女，理应在履行赡养义务上为子女作
出榜样。法律上也有规定，子女应当履
行对老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
神上慰藉的义务。”

付茂生苦口婆心地劝说，三兄弟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终，老二同意母
亲去他家居住，老三向老二作出补偿，老
大、老三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

兄弟三人向付茂生表达了谢意。“你
们三兄弟团结一心，照顾好老人，就是对
我最大的感谢。”看着一家人重归于好，
付茂生非常高兴，还写了一首打油诗：遇
事不解多沟通，世上最重是亲情；兄弟齐
心携手行，孝亲敬老能留名。

三兄弟一笑泯恩仇

本报讯（文/图 记者 朱玉东 通讯
员 黄硕）“感谢中铁建高速叔叔阿姨们
的帮助，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回报社
会。”8月25日，在高东高速东阿北管理中
心的助学活动现场，一名来自困境家庭
的学生激动地说。

为帮助驻地周边困境家庭学生解决
求学难题，中铁建高速山东德商、高东项
目团委经过走访，确定了帮扶对象，并开
展了一场助学活动，为10名困境家庭学
生每人提供价值1000元的文具、书籍等
学习用品。

当天上午，学生们来到高东高速东
阿北管理中心，参观了高速公路运管工
作现场，体验了收费员的工作流程，并上
了“开学第一课”，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本次活动为中铁建高速山东德商、高
东项目团委助学项目“铁建高速，相伴益

路”长期帮扶困境学生的第一期助学活
动。该活动共有12期，每月开展一期，主
要帮扶对象为德商高速、高东高速驻地周
边的单亲、困境、低保家庭学生，点对点对
学生进行助学、慰问、陪伴、心理疏导等多
方面帮助，确保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10名困境学生受到爱心资助

为困境学生发放助学金和学习用品 学生在收费窗口体验当收费员

8月25日，高唐县图书馆
举办“少儿语言艺术小课堂”
公益培训。

活动中，孩子们通过提炼
绘本梗概，分享自己喜欢的绘
本故事，提升了自己的语言表
达能力。

本报记者 赵琦 摄

“少儿语言艺术小课堂”
开课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