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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付出 换得一声“妈妈”
2018年的除夕夜，那崇杰忙乎了一

整天，直到饭桌上摆满了孩子们平时喜

欢吃的饭菜，才满意地停下手中的活

儿。孩子们看着那崇杰满脸的疲惫，眼

里含着热泪双膝跪下，大声叫了一声“妈

妈”！那崇杰惊讶地看着面前的孩子们，

“妈妈”这个称呼那崇杰等了太久，现在

终于等到他们叫出这一声“妈妈”了。一

时间，那崇杰激动、开心的眼泪止不住流

下来。“这是做梦都想听到的声音，能抵

消一生的辛苦付出，别无所求。”那崇杰

扶起孩子们抱在了一起。

2000年的时候，那崇杰通过同学介

绍，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儿杨尚信，记得第

一次来到杨家的时候，杨尚信的三儿子用

期盼的眼神看着那崇杰，这个眼神一下冲

击了她的心。杨尚信的前妻去世了，留下

他和三个儿子，小儿子是侏儒，二儿子的

孩子是智障。“这个家庭太不幸了，没妈的

孩子太可怜了。”那崇杰当时就决定，一定

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把这个家打理好。

2001年，那崇杰与杨尚信再婚，她自己的

两个儿子，和丈夫的三个儿子共同组成了

一个新的家庭。

视如己出 无微不至情意真
很多人都说：找了后妈成后爹，找了

后爹成后妈。但在那崇杰的家庭里，不管

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对每个成员都一视

同仁。

老伴儿的小儿子患有侏儒症，每次

跟小儿子一起出门时，别人都会用异样

的眼光看他们。那崇杰总会骄傲地大声

告诉小儿子，“我的儿子是最棒的。”那崇

杰还不断地鼓励小儿子：“你虽然身体残

疾，但是你脑瓜聪明，咱干不了体力活

儿，可以干点脑力的，做点小买卖。大的

东西咱搬不动卖不了，就卖点小商品。”

听了那崇杰的话，小儿子做起了小生意，

从卖小商品开始发展到现在有了自己的

手机专卖店。

“在卖手机的时候他认识了现在的妻

子，是个漂亮的健康姑娘。”在小儿子的婚礼

上，小儿子对那崇杰说，“妈！谢谢您！是您

让我拥有了现在的一切。”那崇杰听着这番

话，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流着开心的泪。

“二儿子的孩子南南因出生时羊水不

足，导致大脑缺氧而患上小脑发育不全

症，4岁时还不会走路。”那崇杰就把南南

带在身边，给他洗衣做饭，一遍一遍地教

他走路，一遍一遍地教他生活常识，培养

他的自理能力。“南南8岁学会走路，10岁

学会自己吃饭，12岁才学会自己穿衣服。”

为了促进南南的智力发育，那崇杰把

他送到专门收智障孩子的学校。那崇杰

每天必须陪南南一起上课，走神儿的时候

提醒他，写字的时候纠正他。南南也有了

自己的同学、朋友，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

来。当老师们听说那崇杰是后奶奶的时

候，都不敢相信，“上哪找这么好的后奶奶

去啊，这比亲奶奶还亲啊。”

三代同堂 温馨和乐
“你选择这样一个家庭，图个啥啊？

就从来没有想过放弃？”邻居们经常这样

问那崇杰，她却说，“没想过，要真说图什

么，我就图个心里踏实，把孩子们都照顾

好，我就满足了。”

提起孩子们，那崇杰和老伴儿一脸幸

福地说：“几个子女都懂得感恩，对我们

也孝顺有加，逢年过节和闲暇时间都会

回家看望我们，购买节日礼物。我们生

病的时候总是第一时间回到身边照顾，

嘘寒问暖跑前忙后。”这个再婚家庭和睦

平等，父子同心，母慈子孝，夫妻感情很

好，这一切都离不开那崇杰在家庭中的

默默付出。她的付出，孩子们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那崇杰对丈夫的三个儿

子、儿媳视如己出，十多年来与没有血缘

的孩子们从未拌过嘴红过脸。“爱是相互

的，你爱他们的同时也被他们深爱着，所

以才幸福。”那崇杰说。

文/记者 李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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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色牛仔裤是程

伟最常见的穿着搭配，他现在开有三家

店，每个店都是10人左右的规模，虽然是

老板，但顾客太多时也会做些刷碗、串烤

串的工作。

懵懂成为“北漂”族
回忆起进京的这23年，程伟颇为感

慨。他不像大多数“北漂”一族，凭借高学

历在京城站稳脚跟，也没有特别出众的技

艺傍身。早年来京时，他只是个13岁的懵

懂少年。程伟戏称，当年是被北京一体育

学院“捞”进京的。

山东菏泽古称曹州，是典型的武术之

乡。1991年，年仅9岁的程伟被送入一家

武术馆练习武术，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写

了他的一生。1995年的一个冬日，武术

馆来了几位北京什刹海体育运动学院的

老师，把他和另外两名学生选到了北京。

当时的程伟并不明白这是一所怎样的学

校，他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该校有凭借

电影《少林寺》一举成名的李连杰，也有后

来在奥运赛场上叱咤风云的张怡宁、马龙

等体育健将。1999年，程伟在体校学习

了三年散打后，顺利毕业了，这时他也仅

仅才16岁，但气质与成熟度远超同龄人。

一度近乎沦为乞丐
从学校出来的三四年里，程伟在西城

区某大型服装公司找了份私人保镖的工

作，每月能拿三四千的工资。“在当时的北

京真的很高薪了。”提及年轻时的保镖工

作，程伟略有些自豪。

生活犹如坐过山车，充满了跌宕起

伏。程伟说，当时被家里人得知自己做私

人保镖后辞职。半年后，积攒下来的钱悉

数花尽，近乎沦为乞丐。“最苦的时候身上

只有8毛钱。”也曾在冬天睡过大桥下，一

天半夜熟睡时，突然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

音吵醒，抬眼一看，距他两米远的地方站

了一个乞丐，大口大口地啃食馒头，“当时

我没忍住，哭了，哭得特别伤心，觉得连乞

丐都有吃的，而我没有。”说起这段往事，

习武长大的男人突然沉默了。

有一次程伟找朋友借了10元钱吃饭，

结账时被告知是假钞，无奈之下把最值钱

的东西BB机抵押在店里。后来有能力偿

还那顿饭钱时，程伟却再也没去过那家

店，“因为觉得太丢人了。”

开便利店尝到创业的甜头
2000年，程伟19岁。短暂体验了“乞

丐”般风餐露宿的落魄生活后，为了在北

京待下去，程伟动了个体经营的念头。“当

时一直琢磨着做什么，想来想去觉得一定

要跟吃的有关，因为我挨过饿，所以想着

或许可以开个便利店，这样即使挣不了

钱，也还有泡面吃。”这年，程伟选择从老

家贷款，最后加上从朋友那里借来的钱，

一共凑了17万。便利店就这样开起来了，

程伟初次尝到了自己创业的甜头。

程伟开“立方”便利店时，北京的超市

行业尚属冷门。“当时北京基本没有超市，

很多像‘京客隆’‘物美’这样的超市还没

兴盛起来。”由于近乎是“吃螃蟹的第一

人”，程伟自然获益颇丰。

2004年，在便利店接连盈利的最好

关头，程伟卖掉了经营6年之久的便利店，

因为他恋爱了。“爱人跟我在一起付出了

很多，所以我想给她一个家。”思虑再三之

后，程伟忍痛卖掉了便利店。“最后花了70

万在很远的郊区买了房，住进去的那一刻

太激动了，这才是家的感觉啊。”程伟感叹

道。

吃苦耐劳成就了自己
没了便利店，等于丧失了经济来源，

程伟变得有些焦虑。有一次开车路过团

河农场时，看到一家张贴着“出租转让”的

底商，“面积很大，有300平米，房租也不

贵。”当时程伟眼睛一亮，在还没想好经营

什么项目时，便留下定金签下了房子。

程伟有个哥哥，在老家的“单县羊汤

馆”学习了很多年，“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把

我哥拉了过来”。只做羊汤有些单调，“所

以我哥过来后还做起了山东菜，他负责技

术，我负责经营管理。”考虑到夏天天气

热，喝羊汤的人少，程伟便又在菜单中加

入了烧烤。有条理的经营，加上精湛的厨

艺，很快就让哥俩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生意上的火爆，让年轻气盛的程伟有

些膨胀，“因为我想挣更多的钱，做更大的

老板。”程伟又在密云区盘下一处更大的

店面，将员工由原来的10人增加到了60

人，“毫不夸张，我那时候一心想赚大钱，

结果一年赔了70万。”

这件事情过后，程伟与哥哥商量着

东山再起，但哥哥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没

人照顾就回了山东老家，整个店面全由程

伟一人打理，“还好有爱人和我的第一批

精英团队，没有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程

记’。”很快他又在黄村西大街开了家“程

记单县羊汤馆”。这之后，又相继经营起

两家分店，现在共开有三家餐饮店，而全

国的加盟店已发展到50多家。

回望这些年的成功与失败，程伟感谢

早年的种种经历。“我9岁开始学武术，当

时一跑就是60公里，现在的孩子谁能坚

持下来啊。没有练武术，没有上体校，我

可能坚持不到现在。”

文并摄/记者 王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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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北漂”生活的苦与乐

兴丰街道“最美家庭”那崇杰一家

这是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更是一个和谐的家庭，祖孙三代生活幸福温馨，邻里无不交口称赞。那崇杰一家

2018年在兴丰街道辖区内开展的“寻美系列”活动中被评选为“最美家庭”。干净的仪表，利落的短发，爽朗的笑声，

69岁的那崇杰用真诚、善良谱写出小家大爱的故事。

程记单县羊汤馆老板程伟

三代和乐同堂全因这位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