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兵告诉记者，自己的父母经营一
家塑料加工厂，工作比较忙。因此大多数
时候照顾奶奶的任务落在了她的身上。

“我父母、爱人、弟弟及大伯一家都很
孝顺，对老人非常好。但我和奶奶更相互
依赖一点，这是多年的陪伴使然，属于一
种双向奔赴吧！”王晓兵说。

奶奶一路见证着王晓兵的成长，从一
岁半到四十出头，从单身女子到结婚成家，

不仅带大她本人还接着带大了她的孩子。
带着奶奶上班，她觉得很幸福，是

奶奶给了她工作的热情和动力，也在这
个过程里感受到了亲情的意义。如今，
她只想时间过得再慢一些，把满满的爱
送给奶奶。“奶奶陪我小，我要陪她到
老。”王晓兵说，奶奶还有很多愿望，比
如吃很多美食、坐坐飞机，她想要一一
帮奶奶实现。 据《扬子晚报》

孙女带93岁奶奶上班，羡煞网友

河南洛阳的“80后”女子王晓
兵带着93岁的奶奶上班8年，她的
一片孝心感动了很多网友。“我是奶
奶一手带大的，和奶奶的感情特别深，
带她上班本是偶然之举，没想到奶奶
非常高兴，同事们也很喜欢她，于是我
决定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把这件事
坚持下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晓兵
说，能带着奶奶上班既是自己的幸福，也
是奶奶的幸福。众多网友纷纷留言称赞，
“奶奶没有白疼你”“你做了别人做不到的
事情，好样的”……

“出生一岁多时，我就跟奶奶住在
一起，因为父母忙，基本都是奶奶在照
顾我。”王晓兵回忆说，当时家住农村，
家里有了弟弟后，她就跟奶奶住一屋。

“你最喜欢谁？”“谁对你最好啊？”
每当家人在一起时，都会有人逗奶奶，
而奶奶总会脱口而出，“当然是俺兵兵
啦！”这让王晓兵十分高兴。

在王晓兵的记忆里，每逢家人在一
起时，90多岁的奶奶一高兴，就会手舞
足蹈，逗得一家人前仰后合。奶奶就像

一个老顽童，特别招大家喜欢。
“奶奶爱动不爱静，我带她到过很

多地方，她都玩得不亦乐乎。有时我们
两人甚至能在商场逛上两三个小时，她
胃口特别好。”

王晓兵说，每次吃完饭，奶奶就会
问她，还带我去上班吗？王晓兵则用一
贯的调侃语气回复，奶奶听话的话，我
就带；不听话，就在家待着。看着奶奶
若有所思又无奈的表情，王晓兵笑了，
随后连忙安慰她说，带，必须带。

王晓兵是一名退伍兵，转业到一家
事业单位，工作20年后于2021年辞职
来到现在的公司从事健康管理工作。

“我以前在机房上班，只有两个人
坐班，有一次带奶奶到我上班的地方看
看，原本是想让她看一下我工作的环
境，没想到奶奶特别开心。”王晓兵说，
奶奶好奇心很强，逮住什么就问。后来
她就经常带奶奶一起上班，因为做的是
后台工作，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奶奶喜
欢和别人聊天，跟同事混得很熟。

辞职进入新公司后，由于工作时间
比较灵活，她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奶奶，
同时，带着奶奶上班也不影响工作。很

快，奶奶和王晓兵的同事都熟了，同事
们一句一个奶奶，热闹的氛围让老人十
分高兴。同事称奶奶为王晓兵的“工作
搭子”。

王晓兵说，奶奶十年前身体并不
怎么好。“奶奶之前老是腰疼，是我帮
她调理好的。”王晓兵向记者回忆，因
为那时候她开始接触营养健康这方面
的知识，于是特别学习了针对像奶奶
这样的老年人的身体调理知识。“经过
四五年的调理，奶奶身体慢慢好起来
了，现在很健康。”王晓兵说，“奶奶身
体好，还帮我接送孩子，她开心的同时
也有满足感。”

“毕竟年纪大了嘛，虽然身体状况
不错，但仍不时会犯糊涂，出现‘断片’
的情况。”王晓兵的印象中，有一次带奶
奶回老家县城，在买东西时，原地等她
的奶奶不见了。

“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吓死了，所
幸有好心人打了我的电话，我赶紧跑过
去找到了她。原来，贪玩的奶奶自己往
前又逛了一条街，结果找不到我了。”王
晓兵说，时间虽然不长，但当时自己感
觉天要塌了似的。后来，她赶紧给奶奶
买了一个定位手环，防止奶奶走丢。

虽然奶奶年纪越来越大，记性也差多
了，但她一直记得孙女和孙女婿的电话。

王晓兵告诉记者，奶奶个性乐观、
开朗、爱说爱笑，不仅赢得了领导及同

事的好感，甚至成为自己跟客户的黏合
剂，让双方的合作更丝滑。

“带着奶奶，诠释了我这个工作的
特别，注重健康、关注家庭、爱意满满。”
王晓兵说，她经常开车带着奶奶去拜访
客户，跟对方见面后，奶奶会跟客户细
细寒暄，反倒吸引了客户的兴趣和关
注。不少客户见到老人后，因为好奇，
通常会多询问几句，看到老人健康的身
体，良好的心态，会格外感叹，也让聊天
氛围一下子就融洽起来，反过来又促成
了双方的合作。王晓兵公司有集体活
动，比如搞团建、拓展之类的，也会叫上
奶奶。和孩子们在一起，野外郊游、说
笑玩闹、围桌而食，奶奶也乐呵呵地参
与，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93岁奶奶像个老顽童

孙女成了奶奶的健康顾问

九旬奶奶成了和客户的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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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
省保定市阜平县台峪乡吴家庄村交支沟
自然村，村民段金虎正忙着给他的120多
箱蜜蜂作越冬前的准备工作。“这些蜂儿
辛苦采了一季子蜜，得让它们吃饱歇好
了，来年全家人的生活还指望着它们
呢！”即便是“站”在两个小板凳上，段金
虎也比蜂箱高不了多少，干起活来虽然
很是吃力但却非常熟练。

段金虎家是交支沟自然村目前唯一
的一户人家，其他村民已经搬迁到山外
住进了楼房，但他要养蜜蜂就选择了留
下来。他说蜜蜂离不开他，他也离不了
蜜蜂。从小成长在茫茫大山里，段金虎
天生倔强要强、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年
轻时他曾在当地煤矿干过矿工，还买过
一台拖拉机拉矿石跑运输挣钱，娶妻生
子把小日子过得挺红火。

天有不测风云。2008 年 5 月份，段

金虎在跑运输途中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
祸，经过医院全力抢救，命保住了，但双
腿却截肢超过了五分之四，被确定为肢
体二级残疾。正值壮年，上有老下有小，
一场飞来横祸让段金虎失去了双腿，家
中的顶梁柱倒了。

命运的重击，并未让段金虎就此沉
沦，反而激起了他要强的倔强劲儿。由
于截肢幅度过大，两条大腿都只剩下了
一小截，安装假肢受限。为了能够生活
自理和行走，段金虎找来两个小板凳，用
剩下的两小截大腿“站”在上面，在双手
的辅助下练习行走。起初胳膊没那么大
力气，移动凳子的节奏和身体不协调，段
金虎挪动几下就气喘吁吁，不知从凳子
上摔下来多少次。大腿截肢处与凳子面
不断摩擦皮破血流，疼得钻心，段金虎愣
是咬牙坚持了过来。从笨拙卡顿到连贯
流畅，在付出几个月的艰辛努力后，段金

虎就能够靠着双手和两个小凳子熟练行
走了。

不但生活能自理，还要干事创业。
段金虎身残志坚，他不愿等、靠、要，而是
要用自己的双手继续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空。“我不能向命运低头，失去双腿，也要
找到能够帮助家里挣钱的活儿。”段金虎
的伯父养着几箱蜜蜂，之前有闲余时间，
他经常帮助伯父打理，对蜜蜂的基本饲
养管理略知一二。段金虎经过慎重考虑
后，认定养蜂酿蜜很适合自己，于是先买
了五箱试养。经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段
金虎逐步掌握了花期采蜜、蜂王培养繁
殖、蜜蜂过冬饲喂管理等养蜂技术。在
他的悉心照料下，当年养蜂就获得成功，
蜂蜜获得了高产。之后，段金虎坚持稳
扎稳打，每年不断扩展经营规模。目前
他已从事蜜蜂养殖 16 年，蜜蜂数量已发
展到120多箱。

通过养蜂，段金虎酿制出了甜蜜生
活，但也非常辛苦。每当采蜜期到来，段
金虎几乎每天都从早上 7 时工作到上午
11时左右，又从下午3时忙到天黑。因失
去双腿，即使动作再顺畅流利，也不及正
常人的速度，段金虎只能付出别人数倍
的辛苦。在儿子结婚那年，段金虎靠养
蜂卖蜜挣回了七八万块钱，为家人的安
稳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

段金虎的妻子郑素梅说，相较之前，
今年养蜂的效益不是太好。原来两万多
元一吨的蜂蜜，现在只能卖到八九千元，
截至目前仅收入1万多元，还有近500斤
槐花蜜没有卖出。但段金虎执着地要把
这份“甜蜜”的事业做下去，“蜜蜂就像我
的家人一样，照顾它们就是我的使命。
追逐花季、收获‘琼浆’，这是我一生的事
业，也是我一生的执着。”

据《燕赵晚报》

失去双腿“板凳哥”，养蜂酿造甜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