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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记呀，是你圆了我50年代步车梦，

你这大好人，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全村人民

都很想念你！”

黄圩村民组年届半百的女村民樊桂平长

年坐在地上靠挪股而行。多年来，樊桂平做

梦都想买代步车，可苦于手头无钱。“我记得

是在7月3日上午，金书记来到我家，看到我

后，这位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女书记掉下了

眼泪。她搂住我肩膀说：‘请大姐放心，你的

代步车我一定帮你办理。’很快，一个月后，

在金书记的努力下，长丰县残联派专人将代

步车送到我家，圆了我多年的梦。 ”

98岁高龄的徐奶奶命运坎坷，从小没

了爹，15岁时双目失明，不久后，母亲也离

世。孤身一人的她，只能到福利院栖身。

30年前，福利院宣告解散，她没了家。绝望

中，她找来几段布条，挂在屋梁上，踩上凳

子……

就在她想关闭生命之门时，一位路过的

年轻女子救下了她，用架子车将她拉回家。

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名字：徐马氏；有了温暖

的家，“儿孙”满堂。她坎坷的人生从此有了

依靠。

徐勤俭夫妇赡养“捡来”的娘，这在当地

百姓心中感动了两代人。

30年前，路边捡回一个妈

1982年的一天，范新娥拉着架子车，到

地里去耕作。走到半路，看见一位老妇坐在

一间破屋前哭泣，范新娥放下车子，想看个

究竟。

走上去后发现，是隔壁村的谢大娘。尽

管那时候她刚嫁到黄庄没几年，但关于谢大

娘的身世，范新娥早已听说。

谢大娘告诉范新娥，福利院解散了，住的

房子也要塌了，她活不下去了，就找来一些

破布，系在一起，挂在屋梁上，又找来凳子，

踩了上去。不曾想，布条断了，自己摔倒在

地。绝望的她，便号啕大哭起来。

看着眼前穿着破衣服、瘦弱的老人，范

新娥心如刀绞。“大娘，别哭了，坐架子车

上，跟我回家。”说着，范新娥将老人扶上

了车。

看到妻子捡回来一个老人，徐勤俭却对

此很支持。“一家六口人，六六大顺。既然

是我们家人遇到的她，说明我们一家跟她

有缘。”

为“娘”治病，夫妻俩倾尽积蓄

从此，一生未嫁的谢大娘有了家，并有了名

字：徐马氏。而徐勤俭一家，则多了位“妈妈”，餐

桌上多了副碗筷，日子虽拮据，倒也幸福平静。

直到第二年，徐马氏突然摔倒在地，起不

来了。

徐勤俭和范新娥将老人拉到了诊所，经

诊断，徐马氏患了脑血栓，医疗费需要2000

多元。当时，2000多元钱对于靠几亩地生活

的徐勤俭一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范新娥

不得不到亲戚邻居家借钱。这些外债让徐

勤俭一家足足还了两年。

幸运的是，徐马氏的脑血栓恢复得很好，

除了听力有所下降，几乎没留下后遗症，甚

至可以帮范新娥和面了。

捧着西瓜，老人述说生活来之不易

98岁高龄的徐马氏，看不见，也听不见，

当记者采访时，她并不知道家里来了其他

人。

徐勤俭扶老人坐下，开了个西瓜，老人津

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当徐勤俭在她耳边大

声告诉她，有记者要采访她时，老人便伸出

自己的双手，寻找记者的位置。她听不到记

者说话，拉着记者的手，自顾自地说起来，

“从小，眼就瞎了……住过福利院，讨过饭

……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救了我，要不是

他们，我早就死了……”老人抹起了眼泪。

坐在旁边的范新娥也在叹气，家里这几

年一年不比一年，前段时间刚卖掉一头猪和

一些粮食，寄给读书的儿子、儿媳做生活

费。几天前，范新娥生病了，到附近诊所打

了一瓶吊水，一共26块钱，还在赊着。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尽管徐马氏逢人便

说日子过得很满意，可范新娥依旧充满愧

疚，“我们家负担重，条件差，她只能跟着我

们一起吃苦。”

捡来的“亲娘”，剪不断的“亲情”
吕艳萍 巩彬 记者 杨文艺 宁大龙

她把青春播撒在田野上
——追记全省第五批选派干部、长丰县叶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金岚岚

她 叫 金 岚 岚 ，

1982 年出生，今年 5

月，她积极响应省委选

派第五批年轻干部到

村任职的号召，告别父

母，舍下幼子，从合肥

市审计局经贸审计处

副处长岗位毅然走进

贫困村——长丰县叶

集村，担任党支部第一

书记。8月 14 日，金

岚岚在为任职村 2名

贫困学生申请“希望工

程”助学金途中，突发

交通事故，不幸牺牲，

年仅30岁。

记者 祝亮 文/图

“我要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向沈浩同

志学习，到最艰苦的基层去！”2012年4月，

刚过而立之年、时任合肥市审计局经贸审计

处副处长的金岚岚响应省、市委号召，克服

家庭困难，主动请缨参加省委第五批选派优

秀年轻党员干部到村任职。根据个人要求

和组织安排，金岚岚同志任长丰县叶集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考虑到金岚岚是女同志，住在村里生

活不便，县里特意在乡政府给她安排了宿

舍，“住在乡里，生活上是方便，可与村民

的距离却拉远了，我是来给群众服务的，

不能给你们添麻烦。”金岚岚婉拒了组织

上的好意。

金岚岚任职的叶集村地处瓦埠湖畔，位

置偏远，经济基础薄弱，“一定要给叶集村找

条致富路。”金岚岚暗自下决心。

面对水、陆双不通的现状，金岚岚一次

又一次走访市、县相关部门，谋求资金项目

支持，并与合肥市审计局签订了富民强村共

建协议。在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眉目”后，她

又率领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代表来到合

肥市包河区大圩镇考察学习，并决定对叶集

村农业结构进行全面调整，促进农民增收。

针对叶集村“老人农业”现象严重、种田

效益低下、“抛荒地”有所抬头等问题，她和

村“两委”班子决定对土地进行整理，推行土

地流转，拓展规模种植，增加产出效益，并很

快与合肥市一家商户签订了 300亩、每亩

600元的土地流转协议。为确保土地丈量

公平公正，金岚岚冒着酷暑，每天手拿皮尺，

下到地里亲自丈量。82岁的叶宝阳老人说：

“这个女娃哪像城里人，她就跟俺们老百姓

一样啊。”

金岚岚不仅“身”入基层，而且“心”系百

姓，时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为群众排忧

解困。

冯爱菊和王文静都是叶集村禹庙小学二

年级学生，8月14日，金岚岚起了个大早，为

这两名贫困学生办理资助申请。在顺利办

完县、乡级证明手续赶往团市委的路上，她

却不幸发生了车祸，见到前来处理事故的交

警，身受重伤的她，把染满血迹的两份表格

交给交警同志，嘱托代为保管好……

在短短103天里，全村37个五保户、356

个留守儿童户、77个残疾人户，金岚岚一户

不落悉数走访，并多次慰问老党员，帮助排

忧解难20多件。

2009年，她刚休完产假，就先后担任

了两个项目的主审。半年时间里，她白天参

加审计，晚上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加班研究

数据。参加县里审计的两个月间，为了不影

响工作，她硬是把嗷嗷待哺的女儿丢给父

母，让女儿提前断奶，自己一心驻点工作。

2011年在合肥市某开发区进行预算执

行审计时，她一边担任主审，一边牵挂着远

在北京住院的婆婆，还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女

儿，累得她在同处老大姐面前哭鼻子，然而

擦干眼泪后，笑容又迅速回到她的脸上，继

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和忙碌的生活中。

“一个乐观向上的阳光女孩”

合肥市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孟

勇既是金岚岚的同事，也是她的邻居。“岚

岚什么都很好，但我认为她不是一个好女

儿、好妻子、好母亲。记得 6 月份的一天，我

晚上 7 点多下班，途经小区门口时看到岚岚

的老母亲带着她的女儿正在左顾右盼地等

人。看到我后，岚岚的母亲告诉我，孩子想

妈妈了，知道妈妈等会要从村里回来，就出

来接妈妈下班。等我8点多吃完饭外出散步

时，看到老人带着孩子往家走，才知道岚岚

本来都快到家门口了，但村里临时有事，就

又立即返回了，连见女儿一面都没有。”

“从我认识她那天起，她的打扮从未变

过，永远是扎着马尾辫，穿着绿色的夹克衫、

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运动鞋，丝毫不像一个

城里长大的‘80后’女孩。”

作为金岚岚的闺中密友，徐莉最大的感

慨就是：“她的热心，她的稳重，她的成熟，她

的进取心在同龄女孩中都是不多见的。很

多时候我们会更感觉她像一个‘70后’。”

“在金岚岚去村里任职一个月后，一次我

们共同外出办事，一路上，金岚岚看到车窗

外的农田很是兴奋，滔滔不绝地跟我们介绍

草莓的品种和种植经验；还有一次，同样在

外出路上，她又跟我们说棉花快开花结果

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采摘了。在我们眼

里，她俨然就是一个农业专家。”合肥市审计

局的同事说起金岚岚的往事，潸然落泪。

“响应号召，到最艰苦的基层去”

“一定要给村里找条致富路”

“群众的事就是我的事”

邻居说：她不是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

村民说：她是我们的好书记，全村人民想念她

同事说：她已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农民

闺蜜说：她根本不像一个“80后”女孩

金岚岚生前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