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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桥铺桥位于肖旗乡土桥铺村，见证了1948年刘邓大军从大

别山转出进驻宝丰后，华东野战军慰问团前来慰问中原野战军离

开宝丰时，中原野战军干部、战士欢送华野慰问团至此，在桥上依

依不舍，相互挥手送别。

土桥铺桥横跨净肠河，原为宛（南阳）洛（洛阳）古道交通枢

纽，南北走向，长 75 米，宽 7 米，7 孔，跨径 10 米。上部为水泥连

续板，下部为钢筋混凝土“T”型桥墩和板梁结构，桥面两侧有水

泥护栏。

1948年2月，为实施宽大机动的战略方针，刘邓大军转出大别

山。4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迁

驻宝丰县。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中原局，重建中

原军区，将挺进中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

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率领由三个文工团组成

的慰问团，来到宝丰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慰问。在第一次慰问晚会

上，唐亮代表华东野战军全体同志，对中原野战军全体同志致亲切

而热情的敬意和慰问。他指出过去战斗中血肉相连的兄弟情谊，并强调学习中原野战

军灵活的战术和研究战术的精神、切实朴素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希望今后在党中

央和中原局的统一领导下，并肩为解放全部中原而共同努力。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张际春代表中原野战军向华东野战军全体同志致敬，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亲切接见了华东野战军前来慰问的文工团，并设宴

招待。在欢宴中，刘伯承司令员盛赞华东野战军在协同作战中对中原野战军歼敌致

胜与坚持大别山作战的直接帮助；并赞扬华东部队在作战中勇猛顽强，善于研究敌

人，及在军事艺术和政治工作上的许多创造。同时他又指出华东野战军部队中的戏

剧、音乐、新闻、摄影等等文化工作，都做得很好，有很多建树，应该大大提倡。1948

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血肉相连的兄弟情谊 华东野战军慰问团 慰

问中原野战军》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县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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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俺娘是我应该做的事，看着俺娘慢慢有意识会

吞咽食物，苦和累都不算啥，感谢政府给俺送来荣誉。”日

前，家住城关镇东中社区的张小红手捧县妇联颁发的“最

美家庭”荣誉证书，看着被自己“唤醒”的“植物人”婆婆，疲

惫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娘，吃饭啦，这是米糊，里面有肉、香菇、菠菜，可香了。”

张小红像往常一样给婆婆擦完脸和手，一边一勺一勺小心

地喂婆婆吃饭，一边轻声细语地给婆婆“唠嗑”（如图）。看着

张小红忙碌的身影，丈夫吕东安心中充满了感激。正是由

于张小红4000多个日日夜夜无怨无悔地悉心照料，才唤醒

了瘫痪10多年、毫无意识的母亲，支撑起了这个家。

辞去工作，全心照顾瘫痪婆婆

“母亲生病这么多年来，这个家多亏了她，要不然真不知

道该怎么办。”今年54岁的吕东安说，自己在乡镇上班，平时

工作比较忙，照顾母亲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张小红的身上。

今年53岁的张小红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婆婆

健康、夫妻和睦、儿女可爱。可天有不测风云。12年前，婆

婆张春突发脑溢血不省人事，经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却

成了不会说话不会动的“植物人”。“那时候，我三个妹妹都

已经出嫁了，我工作也比较忙，爱人主动辞掉了工作，承担

起照顾母亲的重担。”吕东安说着眼眶湿润。

每天天不亮，张小红就起床准备好全家的早饭，然后

来到婆婆张春床前，熟练地双手拉起她，用身子扛住后背，

拿起衣服为她穿上。起初，张春没有吞咽意识，张小红特

地制定营养均衡的食谱，将牛奶、水果、瘦肉、蔬菜等混合

在食物中，用榨汁机榨成流食，用注射器注射到胃管里，及

时为她补充营养。张春大小便失禁，经常拉在被褥、衣服

上，张小红不嫌脏不怕累，给她擦洗身子，换洗衣服、被

褥。担心婆婆长期卧床生褥疮，张小红每隔两个小时给她

翻一次身、拍一拍背。为防止张春肌肉僵化，张小红每天都为她按摩，排便不

顺畅，张小红就用手抠……再苦再累从没说过一句怨言。

这是我应该做的

在张春的床头柜上，有一个小本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她每天的吃喝

拉撒，什么时候喂饭，一次喂多少，什么时候喂药，什么时候大小便，张小红都

记得清清楚楚。“俺妈现在就像一个婴儿一样，饿了、大小便了，不会说，我都

得心里想着本上记着，一会儿一看。”

“天热的时候，总会感觉累，想着休息一会，可是看见俺娘躺那儿不会动，

还要想着起来给她喂水、换尿片。”怕影响丈夫工作，张小红不仅白天伺候张

春，晚上也睡在张春身边，夜里数次起身为她翻身按摩。在张小红的精心照

料下，张春渐渐有了意识，也会慢慢吞咽食物了。看着儿媳不分白天晚上围

着自己团团转，累白了头发，张春嘴里说不出一个感谢的字，任凭泪水顺着脸

颊往下淌。

“我下班回来给她搭把手，妹子们有时也来帮忙照顾，但大部分时间都是

她一个人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照顾4岁多的孙女和2岁多的孙子，我真是打心

眼里感激她。”“她是我婆婆，这里是我的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张小红接过

丈夫吕东安的话，话语朴素却触动人心。

身教胜过说教。张小红对婆婆用情至深、用爱至诚、默默付出感染着家

里的每一个人，大家常常到老人床前看望，和老人说会儿话，给老人洗洗脚、

按摩身体。孝老爱亲的优良家风在张小红家里默默传承。

“张小红用柔弱的双肩撑起‘植物人’婆婆的一片天，得到了众乡亲的交口

称赞。她不仅被县妇联评为‘最美家庭’，还先后荣获‘城关镇好媳妇’‘城关镇

乡村光荣榜’‘宝丰县十大孝贤人物’‘平顶山市最美家庭’‘平顶山市文明家庭’

等荣誉称号。”城关镇妇联工作人员说起张小红，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岳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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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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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1948年5月，中原野战军干部、战士欢送华野慰问团全

体战士至宝丰西北土桥铺村公路大桥上，作“十里相送”，在

大桥上相互挥手送别。

▼现存的土桥铺桥（已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