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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同堂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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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妇女移风易俗。当时要求半年完成“改

裙装为裤装”，她第一个穿裤装上街。

没上过学的俸爱国，深知文化知识的重

要性。她在村里宣传妇幼卫生保健知识、婚

姻法，还组织青年、妇女上夜校、学文化、

学技能。即便自家经济困难，她还是咬牙卖

猪卖鸡让 6 个孩子都去上学。俸爱国告诉大

家：“我们没有文化，人家说什么我们也不

知道。学好文化，好日子在后头。”

闷乐村的外来上门女婿较多，俸爱国常

常对他们进行尊老爱幼教育，告诫他们：“你

们来到我们这里，就要听我们的管，要照顾

好老人。”在她的带领下，村里商定村规，

结婚后与父母同吃、同住的社员，满 6 年才

能分家。同时，她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

政策，教育村民要和平共处。

为让村民和睦相处，村里的大小事，

俸爱国都积极想办法处理。从记事起，俸爱

国的 6 个孩子总是见到村民们来家里调解矛

盾。“家里常年是吵吵闹闹的声音，谁家牛

又到另一家田里吃农作物了，谁家土地又被

某某家占了，父母天天调解这些家长里短的

事。”担心母亲太累，俸江兰曾劝俸爱国辞

掉队长一职，但俸爱国说：“不要怕，遇到

天大的事我们也要顶住。”

“和儿女们生活在一起很幸福”

1961 年，俸爱国的父亲逝世，继母因

没有小孩，想改嫁。俸爱国对继母说：“不

要担心以后，您就是我的家人，我会好好侍

奉您。”后来，继母和俸爱国一起生活了

30 多年，直至去世。

俸爱国的丈夫大她 15 岁，夫妻俩相敬

如宾，工作生活中常常相互打气。四女儿俸

江兰说：“父母一辈子没有拌过嘴，母亲也

常要求我们几个孩子不要吵嘴、打架，有什

么困难共同克服，有意见多沟通，不要计较

谁做多少、吃多少、穿多少。”

如今，俸爱国住在三女儿家，隔壁相邻

的是二女儿家。她笑着告诉记者：“和儿

女们生活在一起很幸福。”如今，俸爱国

68 岁的大女儿已当上曾祖母，最小的重孙

也已 4 岁。逢年过节，在外工作生活的儿

孙都会回到双江团聚。一家五世同堂，其

乐融融。

“1979 年 7 月， 奶 奶 被 授 予‘ 全 国

三八红旗手’称号。1979 年 12 月，又被授

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还去了北京，见

到了国家领导人呢！”俸爱国的孙女俸仕美

双手捧着祖母的奖章自豪地介绍着。祖母的

故事她已经听了 30 多年，至今依旧百听不

厌。她说：“我们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向

祖奶奶学习。”

四女儿俸江兰与俸爱国一样能吃苦，每

天起早贪黑，靠着榨菜籽油过上了较为富足

的生活。从大家庭到整个闷乐村，不管谁家

遇到困难，她都会伸出援手。俸爱国颇为自

豪地说：“老四家随时都有村民送去的菠萝

等水果，有时虽然不知道是谁送的，但大家

都知道一定是她帮助过的人。”

10 多年前，俸爱国因中风导致行走不

便，今年初又做了白内障手术，但她一如既

往地关心时事和家乡发展。采访中，她多次

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

的老支书们回信的事。她说：“各级领导干

部有本事，说干就干，说了就做到。在他们

的带领下，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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