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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恬逸自足者，为得安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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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陈彬 记者 吴传贤文/图） 6月15日，安
徽淮南师范学院政法系大四党员大学生沈海推着偏瘫
的父亲，拿着母亲病逝后留下的唯一照片拍摄毕业照。

1993年8月1日出生的沈海来自革命老区安徽六
安市金寨县天堂寨镇前畈村。2011年沈海高三关键
时期，母亲兰庆梅因心脏病恶化做了心脏换瓣手术，父
亲沈正新突患脑溢血导致偏瘫，进行开颅手术。作为家
中独子的沈海成为顶梁柱，一边刻苦学习一边照顾重病
的父母。2012年考上安徽淮南师范学院，在安徽团省委

“希望工程”和爱心人士的资助下，顺利地跨入大学校
门。为了照顾父母，他毅然决然带着父母上大学。

大学期间，为了节省生活开支，他每天晚上买菜、
早上烧饭，帮助父母进行康复训练。他通过勤工俭
学、发传单、做家教、卖盒饭挣钱补贴家用。大二下学
期，母亲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从没流过泪的沈海第
一次放声大哭。为了不影响父亲的病情，沈海一直瞒
着母亲病逝的消息。

大学四年，弹指一挥间。在沈海的悉心照料下，
瘫痪的父亲积极配合康复训练，已经能够简单行
走。沈海自己也考取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并在毕
业前夕报名参加家乡六安市金寨县一家事业单位招
考，笔试成绩名列第一，正在做面试准备工作。沈海
本人也先后获得“中国好人”“安徽省道德模范”“安
徽省十佳大学生”等荣誉称号。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别让等待
成为人生的一种遗憾！”沈海说，现在还有父亲陪伴，
感觉很幸福。

六旬长子当“主妇”照顾九旬双亲
他称，叫声爸妈，有人应答就是一种幸福

双亲都已老了，妹妹生活不能自理，亲情近在咫尺，63岁的长子余本德放弃工作，主动搬到父母家
中，每日悉心照顾家人，曾经“大事不管，小事不理”的他，已经成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服侍二老的“家
庭主妇”，日子看似枯燥，但余本德觉得，“叫声爸妈，有人应答就是一种幸福。”

父亲节前夕，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这个家庭，倾听属于他们的榜样故事。

□张敏 杨鸿雁 星级记者 俞宝强

热衷根艺，寻梦数载

一次偶然的机会，施洪源发现盆景圈内和农户家
的柴堆里有些长相很特别的朽木、树根，出于职业和
对艺术的敏感，他从中发现了一些与人体类似的素
材。当时，他心想，能不能从体育的角度去审视这些

被人遗弃的朽木和树根，并奇思妙想将竞技体育与中
国古老的根艺文化，这两个看似扯不上边的门类，通
过艺术的形式完美结合，化腐朽为神奇，赋予其全新
的生命。

经深思熟虑，下定决心后，他从此便放弃了所有节
假日休息，独自驱车数万公里，数十次置身于大别山深
处，开始了寻梦之旅。短短几年，安徽、江西、湖北等地
的山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一件成熟的根艺作品，通常从选材到成型往往需要
经过 5~6 道复杂的工序才能完成，耗时短则几天，长则
数月，甚至数年。施洪源所创作的体育运动系列作品
纯属天然生成，并非人工雕琢，因此，原材料尤为难得，
这不仅需要创作人具备良好的艺术素养，更需要有对
各类体育项目的运动员在竞技中所表现出来的精彩瞬
间的深度理解与捕捉。

多年来，在创作的过程中，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资金。尽管追梦之路走得极其艰辛，但他全然
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身边人的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

心系奥运，作品涌现

有一年初春，他独自驾车进山找素材，车刚停在山
脚下，稍做准备后，便徒步进山。整整半天，一无所获，
因为求材心切，不知不觉天色渐晚，迷失了返回的山
路，不知走向，突然间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惧感油然而
生。凭借曾在农村生活的经验，他借助手机的光亮朝
着山下有灯光的方向慢慢往下撤，用了足足四个小时，
终于安全回到山下，此时已是半夜11点了。

年复一年，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目前，夏季奥运
项目已收集齐全并制作完成，部分作品已先后代表我
省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中国体育文化博览
会”，其中作品《孤帆》被中国体育博物馆永久收藏，并
应国家体育场鸟巢文化中心之邀适时赴京展出。

2015年7月31日，北京申冬奥成功，再一次激活了这
位体育人敏感的神经。打那天起，他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工
作，短短数月便已收集到了许多具有冬奥元素的素材。他
计划在2022年之前完成全套冬奥项目的根艺作品。

□ 记者 江锐

今年59岁的施洪源，现在是望江县第二中学体
育老师。其实，他在这个岗位已经干了近40年。施
洪源自幼喜爱艺术，因此三十几年前接触并爱上盆景
艺术，如今他已是小有名气的盆景人。他现在的梦想
就是，有朝一日将这些小小树根登上国际大舞台，以
此诠释奥林匹克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的
人认识和了解大自然的神韵。

带着父母上大学
“我们仨”毕业了！

小树根诠释“奥林匹克”

一位农村体育老师的根艺寻梦路

六旬长子辞职照顾九旬双亲

在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拐岗社区，每天早上5
点多，余本德就要早早起床，煮好一锅稀饭，系上
围裙，拖地擦桌，买菜择菜。

一个年逾六旬的大男人怎么做起了家庭主妇
的活？左右邻居都知道，余本德之所以这么任劳
任怨，都是为了上了岁数的父母和妹妹。

余本德是家中长子，兄弟姐妹共 6 个，在那个
艰难的岁月，父母靠着种田含辛茹苦养大一家人，
命运多舛的是，最小的妹妹得了脑膜炎，失去了表
达能力，生活也不能自理，就跟父母住在一起。

如今，除了妹妹外，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
“为了照顾妹妹，父母仍跟她住在一起，妹妹每天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全靠父母帮衬着。”余本德
说，父母很体谅其他子女，情愿自己受点累。2013
年，父母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了能照顾好父母和妹
妹，家人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花钱雇保姆照
顾，其二就是子女轮流来照看。

那时的余本德还在小庙工业园里当一名保
安，每个月还有 2000 多块钱的收入，看到年迈的
双亲照料自己都很困难，还牵挂着生活不能自理
的妹妹，决定辞职全心全意照顾父母，“你们都忙，
大家也不要再争了，我是长子，会尽最大努力把二
老伺候好，让妹妹衣食无忧。”

围着锅台转是他每天的生活

为了当年那句承诺，余本德放弃了很多，他带
着铺盖住进父母家中，每天做着家庭主妇的活。

早上煮好稀饭时，父母还没起床，他就要出门
买菜，还得变着花样跟着老人的口味走，“因为都
有高血压，做菜也得少放盐。”父母和妹妹起床后，
余本德忙前忙后，抢着挤牙膏、倒上热水。

吃过早饭，父亲就要驾着电动轮椅出门溜达
一圈，余本德就推着母亲在小区里散散步。这几
年，老人身体差多了，每年都要住院，一遇上住院，
余本德更要辛苦一阵，瘦上一圈。邻居都说，“父

母生病，儿子掉肉。”对于妹妹而言，因为没有饥饿
感，也不知道吃多少才是个饱，就靠余本德每天把
握好饭量让她吃饱吃好。

到了11点，余本德就要钻进厨房，忙活一个多
小时后，四菜一汤的午饭端上桌了，对他而言，自
己过去从没下过厨房，但为了照顾好父母，慢慢跟
着别人后面学习，“用点心就好了。”父母牙口不
好，对饭菜要求也比较简单，只要清淡、易嚼、易消
化，就拿煮饭来说，他家的电饭锅一直是倾斜着，
一边高一边低，“这样就是为了水多那一面饭稀
烂，水少的干稠一点，稠的喂给妹妹吃。”生活中的
无微不至，让爱在平凡点滴中慢慢积累。

在长子的悉心照顾下，老两口晚年生活添色
不少，妹妹状态也有了好转。

叫声爸妈，有人应答就是幸福

老父亲余本苍今年93岁，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但是一言一行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余
本德回忆，多年前村庄赶上征迁，有的村民对赔偿
事宜不认可，而余本苍把子女喊到一起，开了一个
短会，“这年头钱是重要，但没有情重要……如果
钻到钱眼里，情自然就淡了。”余家人带头搬迁，没
多要过一分钱。

当看到身边有人为了多要赔偿款和房屋面积，
家人反目成仇时，子女突然开始佩服起老父亲的先
见之明，不知不觉中把老父亲当作榜样来看待。

余本德也用行动感染着家人，去年 8 月份，儿
子余跃在安医附院体检时，撞见有小偷行窃被发
现殴打患者的一幕，他主动上前制止，为了抓贼，
他在混乱中摔伤了胳膊，“做完笔录后，就回医院
打了石膏，最后患者的家人来感谢，我们才知道这
事。”

为了照顾父母和妹妹，余本德自己的家庭却
很少有顾及，重担都落在老伴身上，尽管离家只有
十几分钟的路程，但他回家次数很少，父母单独在
家，总有点不放心。

“陪着父母说说话，总觉得心里踏实，看到父
母在身边，心里暖暖的。”余本德说。

图为沈海与他父亲合拍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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