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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朱玉东

“娇娇的脾气很怪，不会嚼东西，只能吃流
食，喂饭就要一个多小时。”1月8日，在冠县烟庄
街道王庄村村民于子祥家中，于子祥的妻子张桂
勤正一勺勺地给收养多年的弃婴于娇娇喂饭，还
不时为她擦拭着嘴角流下的口水。从1992年到
现在，于子祥夫妻这样照顾这个残疾女儿已经30
年了。

“当时这个孩子被蓝花小被裹着，上身穿着
棉袄，下身穿着连体棉裤，大概有一岁，旁边还放
着几件破衣服。”回忆起30年前的情景，于子祥
记忆犹新。1992 年秋天，做完农活回家的于子
祥，在路边见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儿。当时天气
很凉，看到这个弃婴，于子祥二话没说，就把孩子
抱回了家。

回家后和老伴张桂勤一商量，他们决定抚养
这个孩子，并给孩子取名于娇娇。由于还有四个
儿子需要抚养，娇娇的到来，给家里增加了不小
的负担。

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小女儿，张桂勤十分疼
爱，一日三餐精心照顾。但是他们慢慢发现，娇
娇与普通的孩子不一样，到6岁时还不会走路，
不会说话，不会咀嚼食物，只能喂流食。于子祥
夫妇带着孩子跑了多家医院医治，最终被确诊为
脑瘫。

“脑瘫这个病很难治疗，我们只能好好照
顾。”得知孩子的病情后，于子祥考虑了整整一
夜，下定决心，不管多苦多累，一定把孩子抚养
好。娇娇的病情比较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
拉撒需要专人24小时照料。为了更好地照顾娇
娇，于子祥把年迈的父母送去了姐姐家，把几亩
土地转包出去，并向儿子儿媳说了自己的想法，
得到了家人们的支持。

“为了娇娇，我们都没怎么照看过孙子孙
女。”张桂勤说，自己觉得愧对孩子们，但儿子儿
媳都很理解，不但没有怨言，每逢周末或者节假
日，还会过来帮忙。前些年，于子祥在附近打零
工，但现在他患有膝关节炎，需要常年吃药，身体
大不如前，不能打工了，只好在家和老伴一起照
顾娇娇。

“她从来到这个家，就和我在一张床上睡，白
天晚上都离不开人。”张桂勤说，娇娇就像个婴儿
一样，吃饭、穿衣、洗澡、上厕所，都需要人照顾。
娇娇脾气不好，晚上不喜欢睡觉，张桂勤就在一

旁守着，自己晚上只能睡4个多小时，30年来一
直如此。

娇娇脾气有点怪，一生气就会咬自己的衣
服，新衣服四五天就会被咬坏。娇娇怕见生人，
所以于子祥夫妇经常带着娇娇去隔壁小儿子家，
或者用三轮车或轮椅推着她在村里转转。小儿
媳曹林曼说，公公婆婆很疼爱娇娇，胜过亲生的
孩子，如果不是他们这样精心照料，像娇娇这样
的孩子，可能活不了这么多年。她记得那是2012
年的一天，娇娇忽然两手攥拳，脸色苍白，身体一
阵一阵地抽搐，公公婆婆连忙带着她去医院看
病。在生病的那一星期，娇娇几乎没有进食，婆
婆那几天心急如焚，也吃不下饭，眼看着就瘦了
一圈儿。曹林曼说，公公婆婆年纪大了，照顾娇
娇很辛苦，有时间她就会帮忙照看。娇娇喜欢喝
糖水，自己就在家里专门给娇娇准备了白糖和一
套餐具，给娇娇喝水用。曹林曼有个 4 岁的女
儿，看到娇娇，就会一口一个“姑姑”地叫着，她喜
欢和姑姑玩踢皮球的游戏，只有这时候，娇娇才
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近些年，于子祥无法出去打工，生活变得十
分拮据。当地政府在了解到于子祥一家的特殊
情况后，按照相关政策进行了照顾。于娇娇属于
肢体残疾一级，政府为她办理了低保，并发放了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现在，于子祥一家
享受脱贫政策，每年有项目分红，加上土地流转
费用和其他各类补贴，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我马上就70岁了，再过几年可能就没法照
顾娇娇了，以后怎么办？”娇娇是张桂勤的心头
肉，一想到将来，她就难受得流眼泪。一直以来，
娇娇的生活起居都由张桂勤照顾。娇娇只吃流
食，菜要切碎煮熟，馒头也要泡了菜汤，用勺子一
口一口地喂。娇娇自己一步也不能走，上床下床
都是由张桂勤抱着才行。现在，随着张桂勤年纪
越来越大，照顾娇娇越来越吃力，她已经抱不动
这个30岁的女儿了。多年来，娇娇非常依赖张
桂勤，只有她喂饭，娇娇才会吃。假如有一天，自
己病倒了，谁来照顾这个可怜的孩子？看着眼前
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女儿，张桂勤一脸愁容。

“不管以后怎么样，我们肯定会想办法把孩
子照顾好。”于子祥说，当年生活困难的时候，他
都没舍得把娇娇送出去，现在更不会放弃她。他
说，全家人都把娇娇当作家里的一员，他们老两
口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有儿子儿媳帮忙，一家人
会齐心协力，让娇娇在这个家幸福地生活下去。

玩皮球是娇娇最喜欢的游戏

听说原来的轮椅坏了，冠县烟庄街道的干部又买了一台新轮椅送到于子祥家中

于子祥、张桂勤夫妇：守护弃婴三十年

对于娇娇姑姑的到来，张桂勤的小孙女早已习以为常

于子祥夫妇推着娇娇在村中散心

不能出去打工，于子祥就在院里养鸽子贴补家用

为了满足娇娇挑剔的口味，张桂勤总是变着花样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