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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的眼
济南12岁男孩多年照顾失明妈妈
从4岁开始就学着做饭刷锅刷碗

□记者 张淑芬

“妈妈，我要做你的眼睛！”2
月18日上午，说起儿子六岁时的
心愿，39岁的韩祥美笑得开心，可
笑 着 笑 着 ，眼 角 就 涌 出 了 泪
花……这是一个励志又心酸的
故事。高新区遥墙街道办事处徐
家寨村，有个叫刘奉智的小男
孩，因母亲自幼失明，他从一岁
多就牵着母亲走路，当母亲的

“眼睛”。无数人被他牵着妈妈走
路的照片打动，照片背后，凝结
的亦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无限
深情。

18日上午9点多，记者抵达徐
家寨村，初春的村庄，田垄上残雪
未消，水泥街道上亦是一块块冰
疙瘩。“妈妈，这里有冰，你小心
点。”12周岁的刘奉智挽着妈妈的
胳膊，小心地叮嘱着。

这几天，网络上都是他和妈
妈牵手走路的照片视频，视频里，
他牵着妈妈的手，当妈妈的“眼
睛”，感动了无数人。但他说，其实
这些，不过是他10年里每天都在
做的事而已。妈妈韩祥美回忆说，
奉智刚会走路说话那会儿，他就
感觉出了自己的妈妈和别人的妈
妈有所不同，“他那么小，就会牵
着我的手走路，看到一朵花，会告
诉我花是什么颜色，看到一只鸟，
会告诉我鸟是什么样子。”

一岁多，原本是被爸爸妈妈
搂在怀里哄着的年纪，幼小的奉
智却异常早熟地当起了妈妈的

“眼睛”，成为妈妈的依靠。“他带
着我满村转，我们娘俩成了村里
的一道风景。”韩祥美笑着说。

等到稍微大一点，四五岁时，
妈妈愈发信任他，让他牵着回娘
家。一开始，韩祥美也是心里打
鼓，“这么小的孩子，把我带迷路
了怎么办？”但她最终选择了信任
孩子，大不了走得远一点，花的时
间多一点，总能到的。最开始，因
为记不住路，小奉智每次走的路
都不一样，每次都要绕很大一圈，
最离谱的一次，娘俩跑得太远，都
没人认识他们了，幸好，在别人指
引下，才好不容易绕回去，“原本
回娘家只要20分钟，那次走了大
半天。”

70多岁的徐路英一说起小奉
智带着妈妈回娘家的情景就一阵
唏嘘，“那么小的小孩，领着妈妈
从我家门前过，他随着妈妈的节
奏走得很慢，路上遇到水洼，都是
让妈妈走干净地方，他走有泥洼
的地方，看着又可怜又心疼啊。”

现在，小奉智在离家八里地
的杜家小学读六年级，每天下午4
点多，他乘校车回到村子，第一件
事儿便是去妈妈工作的推拿室接
妈妈回家。平时，他也很少出门
玩，他怕妈妈有事找不到他着急。

“爸爸打工，回家不定时，姐姐住
校，我不管妈妈谁管妈妈呢？”他
说。

临近中午，忙了一上午的韩
祥美和儿子刘奉智从推拿室离
开，踏上回家路。一共六七百米
的距离，娘俩要走近 2 0分钟。

“回家要走1100多步，一共拐5
个弯，有儿子在，每一步我都走
得放心，每道弯我都拐得安心。”
韩祥美说。

刚会走路说话
他就当妈妈的“眼睛”

他还是妈妈的“手和肩膀”

记者采访中发现，小奉智做到的
可不仅仅是“眼睛”那么简单，可以说
他是妈妈的“手”、妈妈的“肩”，他用稚
嫩的双肩为妈妈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
事儿。

还有两天就开学了，在妈妈的督
导下，刘奉智已经早早完成了寒假作
业。趁着开学前的难得休闲时光，他每
天都呆在妈妈工作的推拿室里，帮妈
妈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别看他个头
不算高，但能一个人搬起矿泉水桶往
壶里倒水，水烧满了，除了将暖水瓶灌
满，还会特意把妈妈的水杯续满热水。

刘奉智话不多，他对妈妈的关爱
都体现在很小很小的琐事里。“妈妈，给
你纸，擦擦眼角。”因换了义眼，韩祥美经
常眼角上火，流出眼屎和泪水，她自己无
法察觉，都是小奉智替她观察着，并及时
递上纸巾；韩祥美按摩时会不时变换位
置，小奉智默默地帮
她挪椅子，让妈妈坐
下工作……

中午回家时，他
为妈妈脱下工作服，
拎好包，仔细查看并
关闭推拿室的所有电
路开关后，才牵着妈
妈的手离开。那副操
心的样子，早已是熟
门熟路。牵着妈妈回
到家，外出的父亲和
姐姐还没回来，他让
妈妈在床边歇歇，自

己则一头扎进厨房。
家里没有暖气，甚至连炉子都没

点，屋里冷得像冰窖一样，小奉智冻得
赶紧戴上了帽子。他缩着脖子在厨房
里熟练地刷锅刷碗，看到他浸泡在冷
水里发红的手，记者问他“冷吗？”他小
声说，“已经习惯了。”

看得出，小奉智的确是经过了不
少的锻炼，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做好了
一份白菜汆丸子和一道香菜炒豆干，
而且闻起来味道还特别香。待将所有
饭菜、碗筷、板凳收拾好，他打来一盆
热水端到妈妈床前，“妈妈，饭做好了，
洗洗手吃饭吧。”帮妈妈擦完手，小奉
智才小心地领着妈妈来到前厅，给妈
妈搬好小板凳，陪妈妈吃饭。

此时，姐姐和爸爸也回了家，一家
人坐在桌前开心地吃着笑着，似乎生
活里从来没有过阴霾，只有阳光。

妈妈的苦心：

孩子1岁多就培养其自理能力
网络的力量是巨大

的，小奉智牵着妈妈走路
的照片一经上网瞬间温
暖了无数的心灵。每个人
都在感叹孩子的伟大和不
易，只有当母亲的知道，这
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一路
走来又是什么滋味。

一岁时，因一场高
烧，韩祥美双目失明，结
婚时父母为了能继续照
顾她，帮她定了这门亲
事，从娘家到婆家走着也
只有20分钟。韩祥美的第
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从小
被姥姥姥爷养在身边，两
年后奉智出生，姥姥姥爷
无力再养，因此就跟着妈
妈生活。

“我对象比我大10
岁，奉智出生时，他已经
37岁了。”在农村人心里，
37岁得子已经是大龄，加
上她自幼失明，对自己的
两个孩子既充满喜爱，又
充满担忧，“将来我无法
照顾他们了，他爸爸年纪
大了也没有能力养他们，
他们该怎么办呢？”

与其被别人可怜，不
如做生活的强者。女儿不
在身边她无从培养，对儿
子奉智，从他一岁多能独
立走路说话时，她就下意
识地开始培养他的自理
能力。“两岁多的时候，我
找了一个不保温的水瓶，
让他自己学着倒水喝。”
从四岁开始，小奉智就开
始学着刷锅、刷碗、做饭、
做家务了。

四岁，别的孩子还在
妈妈怀里撒娇呢，奉智却
开始学习独立生活了。

“一开始，我也很抵触，我

不想学，也不想干。”小奉
智说，但妈妈告诉他，以
后不自立怎么养活自己，
怎么照顾自己呢？看着妈
妈苦口婆心的样子，小奉
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经过两年的历练，从六岁
开始，小奉智便是里里外
外一把好手了。“做饭、洗
衣服、干杂活样样不落。”

这份“苦心历练”，说
起来简单，其实经历了很
多的不易和磨难。“第一
次切菜时，他把菜叶子切
得满屋子都是，手也割破
了。”“还有一次，他去关
电闸，没有关严实，手上被
电了一个大泡。”一件件一
桩桩，都写满了艰辛和危
险，为此，韩祥美的丈夫也
十分不舍，“他心疼孩子，
不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受
累。”为了孩子干活的事
儿，两口子不知道吵了多
少架，闹了多少别扭。

“我也心疼，我也不
舍得，可是，我不历练他，
将来我们都管不了他了，
他却什么也不会，怎么办
呢？”因此，即使一路艰
难，韩祥美还是狠狠心坚
持了下来。六年来，虽然
每天要做很多家务活，还
要照顾妈妈，但小奉智的
成绩并没有落下。年底的
期末考试，他拿了前五名。
家里的墙上也贴着好几张
学习标兵、三好学生的奖
状。“我要当医生，将来给
像妈妈这样的残疾人治
病。”小奉智憧憬地说。

看到儿子终于成为
她梦想的样子，韩祥美欣
慰地说，“当年的苦心没
有白费。”

记者手记

孩子的爱和母亲的心
韩祥美、刘奉智母子

的故事令人动容。小小的
孩子，用稚嫩的双肩回报
着母亲的恩情，而母亲则
用“狠心”为孩子谋划长
远。这场采访里，我看到
了孩子纯真无瑕的爱和
母亲深沉深远的心。

“我的妈妈，我不管
谁管呢？”

对于自幼失明的妈
妈，小奉智天生有一股责
任感和使命感。他也是个
孩子，也有调皮偷懒不爱
学习的时候，也撒开了玩，
什么也不用干，什么也不
用管。但是，他看到爸爸打
工赚钱的艰辛，看到姐姐住
校，看到失明的妈妈，内心
的责任告诉他，“妈妈给了
我生命，我的妈妈，我不管
谁管呢？”这份幼子对父母
的纯洁无瑕的爱，让我看
到了人性的伟大和真挚。

“孩子不独立，将来
怎么办？”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深远。这句话，以前在
书中读到时，并未有太深
的感触，如今看到韩祥美
和刘奉智母子，记者对这
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有时候少不更事的我
们无法理解父母的想法，

也无法体会他们的心境。
“我骑着电动车出去玩，
跑得太远，妈妈就会打
我。”“有时候我调皮不写
作业，妈妈也会打我。”“打
得可疼了。”采访中，刘奉
智觉得妈妈对他特别严
厉，而这份严厉，也许就是
无奈之下的那份远虑。

家里没有暖气也没有
生炉子，走进去就像冰窖。
小奉智的两个腮帮子都冻
破了，一个个圆形的红色
冻疮，天一暖和就痒痒得
难受。其实，谁不爱自己的
孩子呢？可是“买了煤，孩子
上学就没钱了。”“一年年熬
吧，等啥时候孩子们上完
大学了，我就装暖气。”

过年，家里一共买了
三斤肉，韩祥美特意切下
一块给孩子们煮煮吃，剩
下的才包水饺，做菜。

“我盼着孩子有出
息，又怕孩子有出息。”小
奉智的爸爸今年已经49
周岁，身体也不算好，一
年种地打零工只能赚三
四千元，而她自己每月
1000元的工资仅仅够两
个孩子现在上学的开支。

但就算这样，韩祥美
已经很满足了，她说，做
人要“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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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奉智如今已是家中厨房的主力军。 记者 王鑫 摄

当当妈妈妈妈的的眼眼
睛睛，，奉奉智智走走路路时时紧紧
紧紧牵牵着着妈妈妈妈的的手手。。
记记者者 王王鑫鑫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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