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农村孝老爱亲事迹材料(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农村孝老爱亲事迹材料篇一

武xx，女，现年47岁，系西山煤电杜儿坪矿多经公司金属制品
厂的一名普通女工。在大力提倡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武xx以孝道为先，以奉献为荣，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女、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
的神圣职责，在贫苦的生活中演绎着点点滴滴的亲情故事，
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给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从结婚伊始，武xx就和婆婆公公在一起生活，同住一个屋檐
下，同吃一锅饭。她说：“公婆年岁都大了，他们一辈子经
历的苦难实在太多太多，吃尽了苦、受尽了累，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我们，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照顾他们的时候了。”从那
时起，她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日子过好!哪怕千辛万苦，哪
怕遭受再大的困难和挫折，也决不灰心!要和丈夫一起用勤劳
的双手，努力工作，营建一个温暖幸福、和谐美满的家庭，
让公婆安享晚年，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结婚后，她精心赡
养着四个老人，还要上班挣钱贴补家用。婆婆患有食道癌，
身体很虚弱，吃饭也是大问题，她每天都给婆婆做细软易咀
嚼吞咽又有营养的食物，照顾婆婆生活。自己的母亲又患有
中风常年卧病在床，每天除了上班、照顾公婆、照顾孩子和
丈夫，还要抽出时间去照看照看母亲，为母亲洗衣擦身，端
屎端尿。就这样维持着艰难的生活，却从未想着要放弃。20xx
年，公公突发脑溢血，瘫在了床上，这给这个家庭和她带来
了更大的压力。她虽只是儿媳妇，但也像女儿一样，为公公



洗洗漱漱，端屎端尿。但上天总是不尽如意，20xx年，公公再
一次突发脑溢血，却没有抢救过来。她安慰着伤心的婆婆、
丈夫和孩子，自己何尝又不难受，毕竟在一个家里共同生活
了18年。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更用心的照顾着婆婆的生活起
居，也更用心的照顾着这个家庭。

老天似乎也总是不愿意眷顾折翼的天使，20xx年，上天又和她
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不幸的事情再次降临。丈夫在矿井下
工作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生命虽躲过一劫，但却导致左小
腿的胫腓骨粉碎性骨折。这对于她，对于这个本来就多难的
家庭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雪上加霜。看着躺在病床上不能
动弹，脸色苍白、神色痛苦的丈夫，她心里的疼痛一点也不
少于丈夫。在重重的困难和重压下，她没有被击垮，没有被
吓倒，更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用生命本能的斗志，用她孱弱
的肩头，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因为她知道这个家庭不能
没有她，婆婆、丈夫、孩子们需要她、离不开她。在丈夫住
院的日子里，她整日整夜陪护在丈夫床边，丈夫腿部伤势较
重，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每日为丈夫端屎端尿、换洗衣物、
擦拭身体，为了不让腿部肌肉萎缩，天天给丈夫按摩。手术
前后的那段日子更是日夜不眠。家里留下才12岁的女儿和年
逾80的婆婆互相照顾，她内心也很是愧疚。总是希望自己能
多做一点，多付出一点，即使再苦再累也从无怨言。好在有
大姑姐们的帮忙，使她能安心的照顾丈夫。上大学的儿子也
很懂事，主动要去医院替换母亲照顾父亲，可她却总是在儿
子第二天上午没课的时候，偶尔同意让儿子晚上来陪护父亲，
尽量不占用儿子的学习时间。而她回了家却也没时间休息，
还要给婆婆和孩子洗洗衣服，收拾屋子，第二天早早就给婆
婆孩子做好饭后，再带着给丈夫的饭来到了医院替换儿子。
丈夫就这样在山大二院病床上住了有一年的时间，她也日日
夜夜陪了一年。丈夫的腿部在拆了冰冷的支架后转回了矿务
局医院，离家近了，也好些了，能拄着拐杖下床了后，她就
每日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照顾着婆婆、女儿和丈夫。丈夫
被鉴定为8级伤残，丧失了主要劳动力，无法继续工作，她知
道后，一边照顾着这个家，一边拼命工作，辛苦挣钱养家。



忙里忙外，俨然成了“一家之主”。

她对孝的理解是：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很多东西，但万万不能
错过回报父母恩情的机会，老人把儿女养大不容易，儿女为
了老人的健康和幸福，应该付出最大的努力和代价。如今，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丈夫身体健康，孩子们阳光上进，父亲和
婆婆晚年生活幸福。

只要爱心无涯，孝心永驻，就能使每个家庭和谐美满，社会
的稳定发展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农村孝老爱亲事迹材料篇二

施亚仙，女，1963年8月出生，慈溪市宗汉街道曙光小区居民。
施亚仙身上有着多重的角色，既是一名体贴入微的妻子，又
是一位关怀备至的儿媳妇，更是一个细心孝顺的好侄媳妇。
尽管生活并不富裕，在丈夫去世后，她毅然担起了照顾丈夫
小伯的生活，为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排忧解
难，照料他穿衣吃饭。施亚仙白天上班，晚上做手工活，宁
肯自己少吃些，省下开销，也要保障老人一日三餐。20xx年春
节还特地为老人举办九十岁寿宴。

从古至今，“孝道”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施亚仙对自己极
其吝啬，她从不给自己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但她却把
老人照顾得很周到。老人的家也是打扫得整洁舒适，老人穿
戴一直都很干净，老人的饭菜天天荤素搭配，生活用品也时
不时的添置。她从不在老人物质上的需求节约自己的钱，尽
自己最大的能力给老人最好的东西。平时邻居总会看见她和
老人在家门口晒太阳，安静的听老人啰嗦，耐心的陪老人聊
天。总会有人问：“你的心眼这么可以那么好？”“女儿照
顾老爹，天经地义。”

施亚仙总对别人提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她说自己公公去的早，
婆婆又不太会处理家庭事务，当发生什么大事解决不了，老



人总是赶来帮忙，为她们家解决过不少难题。所以她也常说：
“我怎么可以忘记他对我们的好，现在他老了，也该换我们
报答，奉养了，我早就把他当作我自己的爹了。这位侄媳妇
的孝心，老人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时常觉得自己过
意不去，也总是不想给她添麻烦。所以总是对她说：“你少
来我这几趟没关系，你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施亚仙觉得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然而，这个善良，乐观的
妇女的背后却有着很多的心酸。她的平常生活本就不富裕，
就在去年又带给她一个巨大的噩耗——丈夫的去世。这使这
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光靠她一个普通妇女的能
力，她独自撑起一个家，她默默地承受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
不幸，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她没有在家人面前流
露一点愁绪，而是一如既往地以一颗善良感恩的心，一份孝
亲敬老的爱，尽到了一个儿女应尽的孝道，诠释了为人子女
的全部价值。

在今年春节，她还执意为这位老人举办了九十岁寿宴。为了
给老年办一个隆重的寿宴，她平时省吃俭用，除了白天上班，
晚上还要在家做手工。寿宴当天，她为老人请来了很多亲朋
好友，烧了一桌的好菜，还给老年穿上了寿衣，买了一个蛋
糕，点了蜡烛，唱了生日歌，当天老人感动得流出了眼
泪：“今天我太开心了，你们给我过生日，虽然我没儿没女，
但你们却像我的亲人一样照顾我，关怀我，肯定是我前世修
来的福气。”可是她却笑着对老人说："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的长寿，是我们的福气。"

这位“孝女”听到别人对她的夸赞，也只是摇手，淡淡地说：
“这都是应该的，都是一家人。”从施亚仙的孝行中，让我
们真切地感受到不离不弃、孝敬亲人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
德。



农村孝老爱亲事迹材料篇三

王玉美，女，1973年8月出生，淮北市杜集区朔里镇沈集村村
民。

王玉美，一个普通善良的农村妇女。结婚23年，她经历了旁
人没有经历过的变故。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下了所有的苦
难，不抛弃，不放弃，用爱和坚强撑起一个家。

意外降临打破家庭的平静

1993年，年满20岁的王玉美嫁给了朔里镇王台子村的段载亮。
婚后公婆关心，丈夫疼爱，结婚后第二年，王玉美夫妻俩有
了第一个孩子，小日子过得平淡而又幸福。“那时候生活虽
然不是很富裕，可是我们夫妻俩都年轻，想着生活一定会越
来越好。”就在王玉美小两口憧憬着未来的生活时，意外突
然来临。

1996年一天下午，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夺去王玉美大伯哥一
家4口中3口人的生命，随后，王玉美的嫂子另嫁他人，一个
幸福的家庭就这么没了。这一变故也让王玉美的公公、婆婆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两位老人的身体很快跨掉。从那时起，
王玉美就一直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她像照顾自己的亲
生父母一样伺候着公公、婆婆。“我自从嫁到段家后，公公
婆婆都对我很好，我这么照顾他们也是应该的。”王玉美的
公公因患前列腺癌晚期和脑梗后遗症生活完全失去自理能力，
所有饮食起居都得靠人照料。冬天，为了不使老人吃凉饭，
王玉美就用一个小盆倒半盆开水，将饭菜放入盆内温着，一
口一口地喂老人，一喂就是8年。

“我也有孩子，也会有老了的一天，照顾公婆也是给孩子做
个榜样，也想减轻一点丈夫的负担。”邻居都说她的公公有
福气，摊上她这么个好儿媳。王玉美公公临去世时曾说，都
是王玉美照顾得好，让他在世上多活了几年。



公公去世后，婆婆一时半会缓不过来，王玉美对婆婆的生活
起居更加体贴入微。婆婆患有严重气管炎和高血压，走起路
来总是气喘吁吁，更是医院的常客。出院后，老人的行动不
如以前灵便，为了更好地照顾婆婆，王玉美就让婆婆和他们
夫妻俩同睡一个屋，夜里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她就赶紧起来。

祸不单行磨难接踵而来

眼看着3个孩子健康成长，好日子刚有了起色，意外再次打破
了这个家庭的平静，让王玉美的生活雪上加霜。20xx年的春天，
王玉美的丈夫段载亮在修理鸡舍时不慎从屋顶摔下来，造成
脑出血、脑骨盖破碎、全身多处骨折。经过抢救，命是保住
了，可是段载亮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那时候，真是觉得
天要塌了，最小的孩子才几岁，这日子以后怎么过。”王玉
美没想到生活会让她经历这么多的磨难。看到泪流满面的孩
子和焦急的公婆，王玉美强忍着痛苦擦干眼泪，她在医院里
就告诉自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就得我自己一个人扛
起这个家了。”

接下来，最要紧的就是医药费，王玉美只好一家一家去
借。“真的很感谢那些亲朋好友，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
都伸出了援助之手。”靠着大家的帮助，王玉美顺利借到了
救命的20多万元。两个月后，段载亮睁开了眼睛，王玉美看
到了希望，可是医生的一番话，又让她跌入了谷底，段载亮
虽然睁开了双眼，却成了不能说话、不能动的植物人。医生
告诉她，今后，她丈夫还要经过漫长保养和康复治疗，至于
什么时候能行走和说话还是个未知数。

“我都没有了主见，还欠着这么多钱，这日子以后还咋
过。”看着原本一米八多的丈夫，如今已是骨瘦如柴的“植
物人”，王玉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我当时就想，不能放
弃，不然孩子就没了父亲。”王玉美下定决心，好好照顾生
病的丈夫，“只有他在，这个家就是完整的。”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孩子们好像突然长大了，开始帮着王玉
美分担家务。为了维持生计，王玉美在地里种上菜，靠着卖
菜、做些小生意，艰难地维持这个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家
庭。“那几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咬牙坚持过来的，除
了挣钱外，我还要照顾公婆，侍候不能动的丈夫，还有三个
孩子正在上学，现在想想，我都佩服我自己。”再提起这些
的时候，王玉美的脸上只有淡淡的笑容。

苦尽甘来迎接新生活

靠着坚韧的毅力，王玉美领着这个家庭迎来了20xx年的元旦。
新年过去没有几天，王玉美的三轮摩托车和电瓶车都被偷了，
这是家里仅有的值钱大件。“我当时就绝望了，认为老天一
点都不给我活路了。”王玉美就对着床上的丈夫哭诉起
来。“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说，这日子不能过了，我买瓶农药，
我们一起死了算了。”就在王玉美哭的伤心的时候，来看她
的妹妹突然对她大喊；“别哭了，俺哥流眼泪了！”听到这
话，王玉美顾不得擦拭眼泪，就往床头凑，果然看到段载亮
已经泪流满脸，王玉美一下子扑到他身上嚎啕大哭。

第二天早上，给段载亮擦脸的时候，他突然断断续续说了一
句话，王玉美一下子就愣住了，“我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
反正就是高兴，从那时候起，他就能开口讲话了，虽然话不
多，但是已经能清楚表达他的需要，我已经很满意了。”一
个多月后的一天，王玉美像往常一样干活回家，还没有进门
就听到院子里有声音，她还以为进了小偷。打开大门，就看
到已经在床上躺了快3年的丈夫拄着拖把站在堂屋门口，笑眯
眯地看着她。“我当时扔了手里的东西，一把抱住他，痛痛
快快地哭了很久。”王玉美将近1000个日夜的辛苦，终于换
来了丈夫的苏醒。如今，段载亮虽然还有些后遗症，但生活
已经能自理。

王玉美81岁的婆婆还健在，跟着王玉美一起生活，虽然丈夫
不能干重活，婆婆还要人照顾，家里的重担依然还在她的肩



上，但是她每天都开心的生活，因为她看到了希望。

农村孝老爱亲事迹材料篇四

孙xx，女，1969年1月26日出生于武功县代家乡南留村一个贫
困家庭。她于1993年1月嫁给张留村村民吴福建为妻，公公婆
婆均已年老，身体常年患病，经常去医院治疗，家里负债累
累，非常贫穷，她不但没有嫌弃体弱多病的公公婆婆，相反
一心一意照顾老人，伺候老人的衣食住行。

1995年，她结婚两年多的时候公公因病彻底瘫痪在床，她毫
无怨言，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照顾老人的重任，不嫌脏，不怕
累，为公公洗衣服，收拾房子，端屎倒尿，做饭，吃了不少
苦，受了不少累，但是她从不喊累，一心承担起家里所有的
家务。对于这样一个结婚不到两年的新媳妇，这是多么难能
可贵的高尚品德，街坊邻里都对她竖起大拇指，亲切地称呼她
“张留村的好媳妇”。1998年被镇上评为孝老爱亲好儿媳。

20xx年，公公病故，村里的群众都说，老人实在有福气，这
辈子遇到这么善良孝顺，识大体，顾大局的好儿媳，坚持十
六年如一日地细心照料老人，使老人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使老人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日子能生活的更舒心、安
心。在长达16年的岁月里，孙xx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脏字，没
有任何怨言。好多邻居都对她说，“你是媳妇，没有必要这
么不顾一切地伺候阿公，这都是他女儿应该尽的义务”，但
是孙xx的回答每次都让邻居们感到无地自容，她会说，我既
然嫁到吴家，就是他们家的一份子，就应该像亲生女儿一样
照顾老人，赡养老人是每一个做儿女的应尽的义务。这也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丈夫长期在外打工，无暇顾及家里，家里的大小事务全由她
一个人打理，婆婆年老体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
脑血栓等疾病，行走不便，孙xx既要照顾两个孩子上学，还



要伺候婆婆的衣食住行，同时还要兼顾地里的农活，送走了
久病多年的公公，紧接着又肩负起照顾婆婆的重担，长年累
月的高负荷体力劳动虽然压得她有时候都快喘不过气，但是
并没有打垮她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吃苦耐劳，直面困难的
坚强心灵。

她每天坚持给婆婆梳头发，农闲的时候就想办法做些有助于
婆婆疾病的营养品给她吃，陪她做康复锻炼，担心老人晚上
睡觉不踏实，干脆搬到婆婆屋里陪她一块睡觉，婆婆逢人就
夸：“会歌是个贤惠媳妇，比我的女儿还亲，我们吴家上辈
子积德了才会有这么好的儿媳妇”。她无微不至地照顾身患
多种疾病的婆婆，乡亲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正因为
孙xx身上的这种正能量，在她的感染和影响下，兄弟姐妹团
结友善、相处融洽、家庭和睦，整个大家庭长尊有序，形成
了老人关爱子女，子女孝敬老人的良好家庭氛围，她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恪守孝道，尽心尽力赡养老人，她的两个孩子也
在母亲的严格教导下，十分孝顺懂事，经常帮着妈妈照顾奶
奶。

结婚二十三年来，她侍奉公婆，端水送羹，洗脚擦身，无微
不至;多年来，她对公公婆婆和言细语，依顺细腻，体贴入微。
她的事迹就象小巷里的更声，平淡而悠深，诉说的是绵绵延
延的亲情历经岁月锤炼后的厚朴和甘醇。

在公公的眼里，她是甘愿奉献，不求回报的好儿媳;

在婆婆的眼里，她是“贴心棉袄”;

在孩子们的眼里，她是“了不起的妈妈”;

在邻居们的眼里，她是“翘大拇指的好媳妇”;

在亲戚朋友的眼里，她是“孝心献给长辈”的模范;



在许多人眼里，她是“我身边的文明之星”……

她说，侍奉公婆，抚育儿女，是我该做的份内事，这世上没
有趟不过去的关，有苦才有甜，现在我每天都是好日子。

农村孝老爱亲事迹材料篇五

王必盛，男，1941年2月出生，会昌县总工会退休干部。20xx年
“会昌好人”、“最美会昌人”。

20年来坚持记录八本“病历”照顾瘫痪妻子，在当地传为佳
话。20年，他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20年，他记录妻子
病情手写了8本厚厚的自制病历。如今，夫妻俩都已步入古稀
之年，但依然恩爱如昨。“老王是重情重义大丈夫！”邻居
们如是评价。他，就是会昌县文武坝镇今年77岁的王必盛老
人。

王必盛夫妇的家在会昌县文武坝镇民和路1号。新春伊始，记
者走进了这个充满爱的家。两位老人的家里，物品多却不显
杂乱，被褥整齐地叠放着，桌面收拾的干干净净。温暖的阳
光下，王必盛老人端着一碗捣碎的苹果，正给老伴刘桂淑喂
食，并时不时地叮嘱老伴慢点吃。两人虽然均已头发斑白，
但是精神很好。轮椅中的刘桂淑脸色红润，很难想象已经瘫
痪在床20年。

“母亲的安好得益于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照料。”大儿
子王志平说。王必盛的一天

6：00——12：00“老婆子，该起床了，我先给你测一下血压，
呆一会洗洗脸，好喂你药。 ”2月16日清晨，和往常一样，
王必盛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查看天气，给妻子测量血压，并
做好记录，然后才是帮助妻子漱口洗脸，服降血压药和溶栓
药品。为了便于观察病情变化和身体康复，王必盛从妻子患
病就开始记录病情信息，根据记录情况来调节服药。记“病



历”，也自然成为每天的一种雷打不动的习惯。以前记妻子
每天身体的变化和反应，后来，详细记录起居作息、饮食变
化，再后来又增加天气变化、血压、服药时间等信息。20年
来，这样的“病历”已经记录了满满8本。

吃完早上的`药，王必盛推过靠椅，扶住老伴一步步挪到椅子
上坐好，给她全身推拿、按摩等。“每次按摩半个小时到一
个小时，活动筋骨，可以加快血液循环。”随后，王必盛顾
不得自己吃饭，先给老伴喂食早餐；饭后吃一根香蕉，打开
电视机，让她看愉快欢乐的节目。等轮到自己吃饭时，经常
是上午9点以后了。王必盛告诉记者，伺候妻子喂水喂药、端
屎接尿、擦洗按摩，一步一步扶着妻子下地活动，给她讲一
些趣事，对着镜子大笑，保持乐观的心情，这些工作一天要
反复好多次。“要说烦，肯定有，但她是我的妻子，照顾她
是我的责任。”王必盛笑着说。12：00——18：00中午吃过
饭服过药后，老伴有一段午休时间，这段时间是王必盛一天
中最“悠闲”的时光。王必盛利用这段时间要么读书看报，
要么上网了解新闻信息，要么和每天必到的邻居老张聊聊天。
王志平告诉记者，自从母亲生病，父亲20年来没有出过远门，
唯一的一次去赣州，还是到医院做一个小手术。长期不出外
面，读报上网是他获取知识、开阔眼界的唯一方式。

据了解，王必盛给老伴按摩的技巧、用盐清洗水果的方法等，
还是从网上学来的。下午4点多，王必盛扶老伴从床上起来，
给她全身活动一次，喂食她爱吃的苹果汁。看天气晴朗，外
面的太阳暖洋洋的，王必盛用轮椅推着老伴出去走走，散散
心。

18：00——第二天凌晨吃过晚饭后，王必盛为老伴简单洗漱，
服侍她上洗手间，安顿到床上，然后再给她按摩一次，睡前
服药，再次测量血压。等忙完这些，时间已经来到晚上11点
多。自己躺下后，王必盛将老伴的双脚，放到自己的怀里焐
热。王必盛说：“她生病后，血液不畅，脚到半夜都是凉的，
要先焐热才行，如果遇到寒冷天气，我的身体也不热乎，就



要再放个热水袋。”王必盛睡的并不踏实，每隔一两个小时
要扶老伴起来小解，半夜还要喂喝白开水。事实上，满打满
算，一天里，王必盛只能睡5个多小时。

王必盛这20年要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或者一年半
载也许并不难，但是要照顾这样一生一世却不是每个人都能
做到的。因为爱情，王必盛做到了。王必盛和妻子刘桂淑是
早先的共大同学。在学校时，两人经人介绍相识、相恋，并
于1962年走进结婚礼堂，婚后育有两子一女。夫妻俩携手生
活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十分恩爱。1996年和1997年，妻子刘
桂淑接连两次出现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前几年还能勉强
行走，但是后来病情加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从此，王必
盛便担负起照顾妻子的责任，迄今已经是20个年头了。

为了避免妻子长期卧床造成背部溃烂，王必盛每天坚持用热
毛巾为妻子擦拭后背；为了减轻妻子病痛，老王每天忙完就
讲故事、对着镜子大笑解闷；为了防止妻子手脚肌肉变形萎
缩，老王又自学推拿按摩……随着年岁的增加，儿女们都担
心父亲吃不消，纷纷争着出钱请人来侍候瘫痪的母亲，但是
王必盛坚决不答应，执意由自己照顾老伴。“别人来照顾我
不放心，她也很难适应。”见老人态度坚决，孩子们也只能
顺着老人的心意。20年来，在王必盛无微不至地照顾下，妻
子刘桂淑甚至没有生过褥疮，其病情虽然没有明显好转，但
也得到控制。回想过去岁月里照顾妻子的经历，王必盛淡淡
一笑，说：“只要能这样陪着她，只要她乐观地活着，我就
觉得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