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不知道自己的年龄，由于是聋哑人，
她也无法说出自己的本名。熊立珍这个名
字是当年收留她的好心人为她起的。

女儿周桂花根据熊立珍的描述估计，
妈妈大约 1963 年出生，1986 年带着一岁
大的自己，在娄底市新化县火车站附近流
浪。后来，她们被好心人收留并带回益阳
市桃江县，生活至今。

熊立珍通过手势告诉女儿，她走失时
已婚，在生周桂花前还生过一个儿子，娘家
除父母外，还有两个兄弟，三个姊妹。她对
家乡的记忆还有水稻、小麦、糍粑、石磨豆
腐和猪血丸子。

成年后，周桂花理解了妈妈多年来对
家人的思念，希望妈妈能回到家乡，见到亲
人，也想知道自己的来处。今年6月，她找
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登记寻亲。

“我们收到信息后第一时间转发到宝
贝回家湖南群，湖南志愿者经过对寻亲资
料的分析，根据做猪血丸子的习惯判断，熊

立珍可能是湖南邵阳人。”宝贝回家志愿者
罗博鹏表示，志愿者们通过各网络平台在
邵阳地区扩散信息，但一直没有收到有价
值的信息。

8月14日，志愿者帮助熊立珍制作了
寻亲视频，通过短视频推送至邵阳。

“我有个亲戚刷抖音刷到了寻亲视频，
发现和我妹妹的信息基本一样。”

周桂花的哥哥王强银表示，看过视频
后，他将视频转发到了家庭群里，随后自己
的亲人认出了熊立珍。

8月15日，王强银在寻亲视频下留言，
说当年自己的妈妈带着妹妹也在新化县火
车站走失。志愿者联系了他，沟通核对寻
亲信息，发现双方的寻亲信息基本一致。

8月17日，寻亲双方申请在湖南湘潭
医院采血。DNA比对结果显示，双方的确
是亲人。

9月3日，熊立珍在宝贝回家网站的协
调和女儿的陪伴下，回到了家乡，和阔别三

十多年的亲人见面。
“心情很激动啊，眼泪一下就飙出来

了。”周桂花的哥哥王强银表示，三十多年
没有见过妈妈了，家人都泣不成声。

直到现在，家中依旧保存着妈妈的嫁
妆，王强银指着家里的木箱说：“我舅舅是
木匠，这个箱子是妈妈出嫁时，舅舅亲手做
的。”王强银说，妈妈熊立珍本名龙爱莲。
1986年，她和丈夫带着一双儿女一起从邵
阳市隆回县金谭镇回娘家，在娄底新化火
车站拥挤的人潮中，熊立珍带着女儿和家
人走散后，便再也联系不上。

“妈妈和妹妹走失后，家里人一收到相
关信息就会出去找，去了新化、娄底市区、
长沙等等好多地方。”王强银表示，这38年
间，他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从未放弃过
寻找妈妈和妹妹。

目前，熊立珍和周桂花回到了益阳桃
江生活，王强银表示：“那是我的妈妈和亲妹
妹，肯定会一直联系的。” 据《潇湘晨报》

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 张晨A07 烟火人间

一壶爱心润泽无数赶路人

“凉茶奶奶”免费送茶36年

年轻时，她助人为乐，
涵养了一方好风气；年老
后，她乐善施茶，润泽了无
数赶路人。她就是湖北省
咸宁市通山县厦铺镇藕塘
村的“凉茶奶奶”徐桂梅。
不久前，中央文明办发布今
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
94岁的徐桂梅登上榜单。

9月5日，记者走进藕
塘村，探寻“凉茶奶奶”的温
暖故事。

9月5日上午11时许，记者来到通山
县厦铺镇藕塘村。美丽的厦铺河从村里
缓缓流过，新建的石湾大桥连接两岸。
一座简单而古朴的凉亭矗立在大桥桥头
一侧，凉亭正面上方的朱红牌匾上写着

“桂梅亭”三个大字。“百善能行千里路，
三山共煮一壶茶”，凉亭檐柱上刻着这样
一副楹联，醒目而传神。

凉亭内的石桌上，一个不锈钢茶缸
内盛着小半缸微褐色的茶水。茶水中浸

着的竹勺，把柄十分光滑，显然已有相当
的年头。茶缸旁边，摆放着2个不锈钢茶
杯。

记者拿起一个茶杯，从茶缸内舀起
一些茶水喝下。除了茶香，记者还尝到
一种略带苦咸的中药味，身体顿时感觉
清凉下来。此时，炙热的阳光烘烤着大
地，户外气温高达37℃，附近的村民几乎
都待在家里休息，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

94岁的徐桂梅拄着拐杖，从数十米

外的家里缓步走到凉亭，揭开茶缸的盖
子，检查里面的茶水是否够喝。她头发
花白，脸上写满岁月的痕迹，但依然眼聪
目明，精神矍铄。

每天清早，徐桂梅都会烧好开水，泡
上茶叶和川芎，待其自然放凉后，送到凉
亭，供赶路人免费取用。中午，她会到凉
亭查看是否需要续茶。晚上，她会把茶缸
和茶杯收回，剩下的茶水倒掉，茶具清洗
干净。这样的举动，她已经坚持了36年。

桂梅亭所在的藕塘村和附近的金山
村等村子地处群山之中，林地多，耕地
少，村民多以竹子、木材、药材种植为主
要生计来源。以前，村里交通不便，村民
进山干活和外出办事以步行为主，而桂
梅亭是他们的必经之地，一些做木材、竹
子生意的商户也经常从此处经过。从小
在山里长大的徐桂梅深知赶路人对茶水
的渴望，1988年，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免费为过路的村民、行人提供凉茶。

“当时，附近很多村民每天步行上山
干活，路途很远，也不好走，非常辛苦。
我帮不上什么忙，就想着给他们提供一
点茶水。”徐桂梅告诉记者。

从那时起，每年农历三月至十月，无
论天晴还是下雨，徐桂梅每天都会免费
提供凉茶。偶有身体不便或有事外出的
时候，她就让儿子郑远托代劳。起初的
几年，她大部分时间会守在茶亭旁，看到
路人经过，就会主动送上凉茶。此事慢
慢传开后，附近村民都知道了情况，她也
就不用时时守着了。

36年过去，徐桂梅年岁渐长，茶亭周
围的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
刚开始送茶的时候，厦铺河上还没有桥，
村里也没有专门的机动车道。2009年，
河上架起了铁索桥。4年前，河上又修建
了可供车辆通行的石湾大桥。

第一次修桥的时候，家境并不宽裕
的徐桂梅毫不犹豫捐出了自家的几分
地，还一缸一缸地给施工人员送茶水。
第二次修桥的时候，她不仅每天几趟送
茶水，还带头捐了1000元。

徐桂梅最初的茶亭，只是一把雨伞
撑起的简陋小摊。2018年，通山县文体
局驻村工作组以她的名义建起一座茶
亭，作为弘扬“桂梅精神”的符号。这座
茶亭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桂梅亭。

桂梅亭建好后，徐桂梅老人除了每
天烧茶送茶，还负责维护亭子和周边广
场的卫生。亭子里的石桌、扶手、座位每
天都要抹一抹，广场两天清扫一次。

1930年6月，徐桂梅出生在藕塘村附
近一个小山村，是家里的独生女。10岁那
年，母亲过世了；16 岁那年，父亲也过世
了。父亲过世那一年，她嫁到藕塘村一户
郑姓人家。在她 20 多岁时，丈夫因病去
世，留下她和一儿一女。后来，她和第二
任丈夫又养育了4个女儿。1993年，第二
任丈夫去世。

徐桂梅年轻的时候，由于子女多，家
庭经济条件不好。第二任丈夫身体不好，
她承担了家里主要的体力活。犁地、插
秧、割稻谷……徐桂梅都是一把好手，干
起农活来，丝毫不比男子差。

“这一辈子，母亲吃了很多苦。”徐桂
梅的儿子郑远托表示，母亲非常贤惠，虽
然饱经风雨，但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
心态。除了忙农活，她对于子女和丈夫也
照顾得十分周到，子女们都顺利长大成
人。而且她乐于助人，邻里关系十分和
谐。看到村民干农活需要帮忙、有人办红
白喜事需要人手……她都会主动帮忙。

正因如此，徐桂梅在村民中威望很
高。村民们有时发生矛盾，还会请她调
解。藕塘村村支书徐德煌介绍，他十几岁
上山砍柴的时候，经常喝徐桂梅老人的凉
茶。2003 年到2008 年期间，他做木材生
意，经常开车经过桂梅亭。每次听到有人
经过，老人都会出门查看，请他们喝茶。

“这么多年来，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
她对每个人都是如此。哪家的小孩没人
带，她也会临时帮忙照顾。”徐德煌说，“其
实她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是低保户，她
能坚持这么多年送凉茶，非常不容易。”

藕塘村驻村干部徐三智介绍，徐桂梅
老人心地善良，当地村民都非常尊重她。
这些年来，经常有爱心人士或前来旅游的
游客看望老人，给她送上茶叶、川芎等。

“石湾有个老妈妈，思想品德真不
差。桥头烧了一缸茶，路人喝了都念她
……”有感于徐桂梅的精神，村民梁云娣
创作了这样一首山歌。

徐桂梅的事迹深深感染着身边每一个
人。厦铺镇镇长曾欣宜表示，不仅是藕塘
村，整个厦铺镇的群众都把徐桂梅老人当
成标杆，学她做人，学她处事。在厦铺镇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中，“桂梅精神”被
多次提及；支部主题党日活动里，“桂梅精
神”被深入解读。在“桂梅精神”的感召下，
近年来，藕塘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年位
居全镇前列，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持续增
强，村容村貌变得越来越好。

据《楚天都市报》

循着记忆中的“猪血丸子”找到了家
聋哑女士以家乡菜为线索寻亲，时隔38年与亲人重逢

有河、小桥和火车，家里有手摇电
话机，看过村里放映的电影……这是聋
哑人熊立珍记忆里的家乡，没有声音，
只有画面。熊立珍还记得家里种过水
稻和小麦，记得家人制作的糍粑，记得
每逢春节，村里人家还会杀年猪、做猪
血丸子。

1986年，本名为龙爱莲的熊立珍
带着女儿，在娄底新化火车站与亲人走
散。今年9月3日，熊立珍在女儿的陪
同下，回到了记忆中的家乡，与阔别38
年的亲人重逢。

为赶路人免费煮药茶36年

简陋的茶摊变身专属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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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桂梅和儿子到桂梅亭查看凉茶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