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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斌
实习生 李阳

轮椅是双腿也是书桌

在烟台开发区凤台小区
的一间20多平米的车库里，住
着侯月利和卜书瑞两位老人。

躺在床上的是侯月利，老
太今年73岁，年轻时出意外，
至今已经卧床47年。坐在书桌
旁的是卜书瑞，今年78岁，因
为后天得病瘫痪多年，每移动
一步都要靠轮椅。

目前，两人正在合力完成
他们的童话故事《洞洞鼠赴
宴》。躺在床上的侯月利负责
编写童话故事：住在乡下的小
田鼠“拉拉”进城赴宴，好朋友
洞洞请他吃肯德基、蛋挞和比
萨，净是些洋玩意……书桌旁
坐在轮椅上的卜书瑞则负责
将文字输进电脑，然后发给各
地的报纸和杂志社。

“现在右手也不听使唤
了，对冷热也不太敏感了，打
字拿东西只能靠左手。”卜书
瑞老人说，他在年轻时得病留
下了后遗症，近几年下身瘫
痪，胸口以下已经没有知觉，
轮椅成了他移动的双腿。

侯月利也是下半身瘫痪，
肚脐以下已经没有知觉。床边
的一台轮椅既是她的双腿，也
是她写作的书桌，发表的每一
篇文章都是她侧卧在床头、趴
在轮椅上完成的。“在写作上，
他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秘
书，我们合力才能写出这么多
文章。”侯月利微笑着说。

飞书21载终聚首

1985年时，卜书瑞还在河
北赵县的一所小学读书。1960
年时，21岁的他就被查出结核
性脑膜炎。当时他的病情已经
比较严重，每天坐轮椅到学
校，然后扶着墙走进教室。

由于长时间卧床，他需要
忍受褥疮的折磨。一天他在报
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海水盐水

治褥疮》，很想和文章作者交
流一下，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就
是远在烟台的侯月利。在那个
通信不发达的年代，两人就通
过书信，相知相惜。

侯月利之前曾是一名乡村
教师，1970年，26岁的侯月利在
水库劳动时遭遇泥土塌方，胸
椎9到11节粉碎性骨折，下半身
永远失去了知觉。教书教不成
了，她把精力集中在文章写作
和编写童话故事上。1990年侯
月利在妹妹的帮助下去了河
北，两人有了第一次见面。

2005年侯月利再次去到
河北，但因水土不服，不得已
只能回到烟台养病。同年，卜
书瑞查出肾病综合征后,感觉
时日不多,两人终于决定共同
生活。2006年卜书瑞来到烟台
与侯月利相聚，两人住在侯月
利侄子为其购买的简易车库
改造的房子中。

“车库出入方便，图的就
是这个。”老人说。

稿费捐给贫困孩子

两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
都很喜欢孩子。年轻时两人都
是小学教师，所以他们很想把
自己的能量发挥出来，把自己
掌握的知识带给孩子。“我不愿
意离开课堂，在家里写东西，这
样讲台更大。”侯月利说。

从1985年起，两位老人先
后在国内近百家报纸和杂志
发表文章，合力为儿童写的辨
字诗歌和课本剧《汉字国》，在
2015年由北京一家出版社结
集出版。此后，两人毅然将2万
元稿费和十年版权换成书籍，
直接捐给西部贫困地区的孩
子，希望能给孩子们的童年带
去更多色彩。

这些年来，编童话、写文章
已经成为老人的精神寄托。在
困难的日子里，侯月利坚持订
报、看报、学习，一订十多份。在
住院的日子里，侯月利躺在床
上还坚持创作。近几年，很多杂
志社、报纸要求投稿必须是电
子版，两人省吃俭用买了电脑，
自学了打字上网。

侯月利从1996年开始记录
自己发表文章的时间、标题，到
现在已经记了满满四个笔记本，
具体发了多少他们也数不清了。

交谈中，在得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要举办为贫困孩子捐
书的活动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表
达了捐书的想法。一部分是刊发
他们文章的书籍，还有一部分是
他们出版的童话故事书。

两位高位截瘫老人合力写作

轮轮椅椅为为桌桌
写写最最美美童童话话

一间车库，两张床铺，两台轮椅，这就是两位高位瘫痪的老
人的生活环境。尽管没有子女照顾，生活也不能自理，但在这种
艰难的环境下，他们却写下了美好的童话。

侯月利伸手接过一杯水。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文/片 本报记者 杨璐

几年前还坐轮椅
养了一年又能走动了

王永兰有四儿一女五个孩
子，现在都各自成了家。因为房
子小家庭大，一大家人平时很难
聚在一起。王永兰的孙女马怀玉
说，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但是一
年有三天是必须凑在一起的，就
是大年初二和爷爷奶奶的生日。

现在老人和四儿子、四儿
媳一起生活。本来两位老人是
帮他们带孩子的，现在四儿子
也当爷爷了，老人在这个家里
也生活二三十年了。

四儿媳李希红介绍，老人平
时生活很规律，早晨六点准时起
床。吃完饭后，就在卧室泡上茶，
人多的时候就打麻将打牌，人少
的时候就下棋，再吃点水果和点
心。“我奶奶90多岁的时候还常
常自己下楼散步，自己洗衣服，
生活都能自理。就是这两年，不
大爱活动了。”马怀玉说。

几年前，王永兰摔了一下，
坐上了轮椅。后来老人肌肉萎缩
了，一条腿明显比另一条细。全
家人有空就给老人按摩，让人惊
喜的是，一年后老人离开了轮
椅，自己又能走动了。“我们当时
觉得真是个奇迹，现在奶奶可以
自己拄着拐杖，在屋里走来走
去，有时候都不需要人搀扶。”

老人性情温和
遇到唠叨从不计较

马怀玉说，奶奶的生日其实
是三月初二，之所以往后拖了，
是因为爷爷中间住院了。爷爷在
院里32天，奶奶也心神不宁，坚
决要等爷爷出院了才过生日。

上个月，老伴儿马守春不
小心摔了一跤。害怕老伴儿着
急，也不愿意麻烦孩子们，就谁
也没告诉，每天还照常有说有
笑的，还打了三天麻将。因为伤
到了神经，马守春连续便秘了
三天，到第四天，孩子们看老人
脸色不好，仔细询问才知道摔
伤了，赶紧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孩子们有空的时候，王永
兰就让他们推着她去医院看老
伴。“我们已经结婚80年了！”在
病房里，王永兰常跟同病房的
人说起这事。当时家里人就决
定，等爷爷出院后，一定要给奶
奶补过生日和结婚纪念日。

说起两人之间的感情，大儿
子马善明介绍，他父亲是个很温
和的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急
不躁的。“我从来没看他发过火，
当我们看到他平静温和的神情，
我们也觉得日子平和起来。”

“奶奶有时候爱唠叨，但爷
爷从来都没跟奶奶计较过。”马
怀玉说。就是因为爷爷奶奶的影
响，尽管他们有一大家人，有很
多的家务事，但一家人也是和和

睦睦的，从来没有红过脸。

平时顿顿要吃肉
生日宴上喝点红酒

四儿子马善增说老人最爱
吃肉，可谓是无肉不欢。平时，基
本上是顿顿有肉。生日宴上，他
亲自下厨，为老人炒了肉。

12点，生日宴正式开始。平
时烟酒不沾的老人还倒上了点
干红，和孩子一起碰起了杯。吃
饭的时候，奶奶许愿，说希望能
活到104岁，陪老伴儿过百岁生
日。老人说完，大家都笑了，笑完
眼睛又有点亮晶晶的。

马怀玉感觉到，今年爷爷刚
出院，奶奶有点不太开心。因为
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她一直合不
拢嘴“心里还是挂念爷爷。”

前两年，老人还养成写日
记的习惯，每天的生活琐事都
会写进日记，老两口也写了一
大箱子日记本了。平时老两口
还爱记账，账本也是每一笔钱
都清清晰晰的，看出来很会过
日子。“两年前我们搬家的时
候，不小心把爷爷奶奶的日记
本和账本丢了，现在想想可心
疼了。”马怀玉说。

去年，老人最小的重孙女
出生了。“我们都属于晚婚晚育
的家庭，所以爷爷奶奶还是四
世同堂。有爷爷奶奶在，我们的
心里都是踏实的、温暖的。”马
怀玉说。

百岁老太迎来钻石婚

““我我要要活活到到110044岁岁
陪陪你你过过百百岁岁生生日日””

23日，今年一百岁的泰安老人王永兰补过了一百岁的生日。这一年还是她和96岁的老伴马守春的
结婚80周年，孩子们凑在一起，就将百岁生日和钻石婚纪念日一起过了。一大早，老人的小屋就屋门大
开，人来人往，一大家四十多口人聚在一起为老人过生日。

儿女们为老人准备了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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