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邻家父女同时住院，她伸援手 帮找分别50年生母，她助团圆

陈瑞云：为残疾人种出“最美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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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她在工厂干活时右手被卷入机器，留下
了终身残疾；因为腿部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她弓着腰
每走几步就得在小马扎上坐一会儿；一个手和脚都有
残障、患有多种慢性病的“40后”老太太，晚年应该是
怎么样的？很多人认为，她大部分时间应该是足不出
户，甚至需要子女的照顾。但在李沧区，有这样一名
坚强的老人，她不仅为年迈的父母养老送终，还一直
照顾罹患精神疾病的弟弟，邻居一家遇到困难时，她
毅然伸出援手，还曾为人寻亲，帮她找到分离了半个
世纪的生母——近年来，李沧区兴华路街道居民陈瑞
云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

热情满怀，她把邻居当作亲人

2022年2月2日，大年初二，家住四流中路的陈瑞
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陈瑞云推开门发现，敲门的是家住隔壁、患有二
级智力残疾的慧慧。“我爸爸在家动不了啦，奶奶你快
救救他吧！”陈瑞云立刻上门查看，发现慧慧的父亲江
先生倒在床上不能动弹。

10多年前，江先生和女儿从嘉定路搬到了陈瑞云
家隔壁，靠着江先生微薄的退休金度日，日子过得相当
紧凑。这一切，陈瑞云看在眼里，陈瑞云让慧慧送父亲
去医院治疗，可慧慧表示，家里没钱，去不了医院。

“我这里有1000元，先拿去救急！”陈瑞云找出了
压箱底的现金，但她知道，这些钱还不够交付住院押
金。情急之下，陈瑞云拨通了多年好友、李沧区中心
医院大夫王德华的手机。“救人重要！”王德华听了陈
瑞云的讲述后表示，先把江先生送到医院，剩下的事
情他去协调。

江先生入院后，陈瑞云长舒了一口气。可屋漏偏
逢连夜雨，慧慧在医院照顾父亲时，又不慎摔成了骨
折。陈瑞云得知此事后，再次拨通了王德华的手机，
协调骨科给慧慧治疗，又拜托内科的护士们给父女俩
买饭、安排护工照顾……

很多人不知道，为这对父女忙前忙后的陈瑞云，
自己本身就是一名残疾人，右手只有两根手指能动
弹，因为长期罹患风湿病，年事已高的她只能弯着腰
慢慢行走，除此之外，还患有多种慢性病。“你自己都
有残疾，还管别人干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才是啊！”
不少人劝过陈瑞云。

“她是我的邻居，住了 10 多年，早和亲人一样
了。亲人有困难，哪有不帮的道理！”陈瑞云给出了坚
定的回答。邻家父女住院时，陈瑞云到社区打听，帮
父女俩争取到了相关救济。最终，父女俩的医药费有
了着落。

手脚残障，陪护父母照顾患病弟弟

“她以前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就是个热心人。”邻
居们说，1946年出生的陈瑞云是家中长女，从小就知
道生活的艰辛。陈瑞云小时候，父母在纺织厂工作，
要拉扯四个孩子。陈瑞云为了照顾弟弟妹妹，无论寒

冬酷暑，几乎每天去胶州湾挖蛤蜊贴补家用，双腿则
要长时间浸泡在海水和淤泥里。

1961年，陈瑞云顶替母亲成为纺织厂工人，陈瑞
云的右手在 1963 年的一次生产事故中被卷入机器，
不慎受伤落下残疾。腿上患有风湿关节炎、手上有残
疾……陈瑞云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康复之后，陈瑞云
一边在厂里上着班，一边帮父母照顾着弟弟妹妹。

“现在回头想想，一家人在一起互相照顾的日子，
很让人怀念。”陈瑞云感叹，70多年来，她一直记得小
时候，父母下班后一家人围在桌前吃饭，其乐融融的
样子。上世纪90年代，陈瑞云母亲病逝的几年后，父
亲也开始不能自理。陈瑞云拖着残疾之躯，照顾卧床
的父亲，直到2006年父亲去世。

父母年事已高后，无力照顾弟弟，只能将他送往
精神病院。20多年来，陈瑞云按时去医院看望弟弟，
带去亲手烹饪的饭菜，将换下的衣服拿回家清洗。逢
年过节，陈瑞云都会早早做好饭菜送到医院。有一年
的除夕一直在下大雪，陈瑞云做好年夜饭准备去看望
弟弟，可她在马路上打不上车，浑身湿透，两条残腿麻
木僵硬。尽管如此，陈瑞云咬牙坚持着，在路边站了
两个多小时，直到打上车，将年夜饭送到弟弟的病房。

组团旅游，帮千余名残疾人走出阴霾

“我家附近很多人知道我身体不好，经常上门来
陪我聊天，我买菜的超市老板知道我腿脚不好后，每
次都帮我送菜。”陈瑞云称，自己多次受过他人帮助，

总觉得应该回报社会。2001年，忙碌了大半辈子的陈
瑞云退休后加入了李沧区肢体残疾人协会，在活动中
认识了很多残疾人兄弟姐妹。

很多残疾人因为行动不便，即便是想看一看精彩
的世界，也没有机会。陈瑞云便让女婿找到车辆，联
系了爱心驾驶员，带着残疾人走出家门，游览各地风
景名胜。从 2001 年到 2020 年疫情前，陈瑞云每年都
会组织旅游，带领 1000 多名残疾人逛遍了济南、苏
州、无锡等全国20多个城市。

很多残疾人跟着陈瑞云旅游时发现，在景区能享
受到半价甚至全免费，他们在感激陈瑞云的同时，也感
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爱，这让他们开始通过努力走
出困境、走出迷茫。小陈致残后，感觉整个生活都变
了，整个人变得沉闷起来，甚至还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自从跟随陈瑞云旅游后，她对生活有了重新认识，对人
生充满信心。“陈大姐带领我走出家门后，我看到外面
的世界这么精彩，我再也不想那些事了。”小陈感叹。

这些年，陈瑞云经常以“做母亲我不残缺”为主题
到监狱进行帮教，很多服刑人员听了陈瑞云孝敬父
母，照顾弟弟和邻居的事迹后，深受感动，表示要好好
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帮人寻亲，找到分别50年生母

2013年，陈瑞云得知，同为残疾人的小曲，一直想
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2003年，病榻上的父亲告诉小
曲，他只是小曲的养父。小曲的生父母，是沧口当地
一所医院的实习医生和护士。

据父亲回忆，1962年夏天，一批刚入职的护士被
分配到这家医院，小曲的生母就是其中一员。那个时
候，医院里有一群前来进修的实习医生，其中一人，就
是小曲的生父，两个年轻人很快互相吸引。可年轻的
护士面对流言蜚语，无力抚养小曲，只能躲到农村生
下小曲，随后送给别人，经过几次转送，最终由养父母
抚养。

常言道，血浓于水。小曲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愈
发想找到自己的生母。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小曲
的生母已不在医院。巧合的是，小曲出生的那一年，
陈瑞云正好在医院住院，听很多医生和护士讲起过这
件事。为了帮助小曲，陈瑞云拄着拐杖、拎着小马扎
到医院打听，询问了很多退休的老护士和医生，终于
找到了小曲的亲生母亲。

面对分别 50 多年的亲人，陈瑞云为了给他们留
下更多的空间便没有更多过问。但不久之后，发生在
小曲的孩子婚礼上的一幕让她非常欣慰——小曲收
到了一个厚厚的没有写名字的大红包。小曲知道，这
是生母对女儿、外孙和外孙媳妇表达的祝福。

很多人，因为看见而相信，但是陈瑞云，因为相信
而看见。虽历经磨难，但对亲友的关心爱护，对美好
的向往，一直是陈瑞云的追求。

（为保护隐私，除了陈瑞云和王德华，文中其他人
物系化名）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刘卓毅

本报3月28日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车
辆更新换代的节奏也在加快。街头巷尾有些长期废
弃的“无主车”占据公共空间，风吹日晒之下锈蚀损
坏，不但有碍观瞻，影响市容，有的还占道停放，阻碍
了居民出行。

截至3月28日，“文明青岛随手拍”平台共收到报
料 17万条，有关“车辆乱停乱放”的有效线索为 3.8万
条，有效办结 2.2 万件。其中，“无主废弃车”的何去
何从是一个难点。

“这辆车停在小区人行道上很长时间了，一直没
有人开走过，也没有牌照和联系方式。”赵先生家住
市北区，近日，他通过“文明青岛随手拍”上传了一条
关于“车辆乱停乱放”的报料，“这辆车把路堵得严严
实实，每次经过都要侧着身子。这种事不知道该找
谁管，正好听说有个‘文明青岛随手拍’小程序挺能

办事，就想拍张照片上传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
据了解，赵先生上传的报料经平台分派，由

市北区水清沟街道负责办理。街道综合执法中
队和南丰路社区工作人员走访发现，附近有多家
二手车商家，在确认车辆归属后，由二手车商家将
车辆移走。

为迅速解决居民遇到的问题，水清沟街道组建
起 43 个网格工作组，3 月以来走访居民千余户，主
动摸排并及时化解邻里纠纷、毁绿种菜、物业管理
等问题 500 余件，参与人数达到 1200 余人次，出动
清洁车 97车次，累计解决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等问
题1600余件。

目前，“文明青岛随手拍”小程序主要受理的十
大类问题包括：卫生脏乱、车辆乱停乱放、杂物乱
堆乱放、公共设施缺损、乱贴乱画小广告、占路经

营、缆线杂乱、绿化带损坏缺株、
公益广告破损褪色、门头招牌破
损杂乱等。创建美好家园离不开
每个人的努力，欢迎广大市民游
客继续使用“文明青岛随手拍”报
料不文明现象。 （观海新闻/
青报全媒体 记者 韩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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