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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返家时，岳定明还
会给家人带一些比较稀奇
的特产。除了板凳，这次还
带了蓝莓回家，全家人也是
第一次吃蓝莓。

二儿子看上去腼腆，对
父亲细致周到的关怀无法
言语，更多是记在心里。当
记者问他最想对父亲岳定
明说什么时，他说：“爸爸，
我爱你。”

回家这几天，岳定明已
经在自家农田里捉了一些龙

虾，准备拿到市场街上去卖，
挣点过年的钱。“不过现在物
价并不稳定，也不知道自己
捉的虾每斤能卖到多少钱。”

妻子刘太明说，岳定明
已经一两年都没添一件新
衣裳了。岳定明说：“只要
不冷就行了。”

他说，开年之后，他还
要继续出远门打零工，“哪
里能挣钱，就往哪里走吧。”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伍
雪梅 实习生 张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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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重庆渝北火车站外，一位从上
海乘车返家的农民工，肩扛手工做的方凳穿
梭在拥挤人群中，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
在等候进站的人流中，他背着小木凳，神情像
呵护宝贝。他把板凳扛两千公里带回家给儿
子做作业的故事感动了网友，于是“扛凳爸
爸”岳定明走红网络。

经过两天的寻找，1月24日早上9点，记
者在岳定明四川省宜宾县王场镇革新村河边
队的家里见到了他。当天是他大哥儿子结婚
的好日子，岳定明剪短了头发，看上去很有精
气神，正在婚礼现场帮忙。“昨晚吃晚饭时接
到亲戚的电话，才知道自己的视频上网了。”

岳定明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这
次回家是为了过年和家人团聚，一路
上，乘车超过20小时，带着板凳也走过
了超过两千公里，他格外珍视陪伴自己
的小板凳。他说，这是除了随身行李之
外，自己最为宝贵的“家具”了。

谈及肩扛板凳从上海经重庆返宜
宾的原因，他笑笑说，“带给上初中的儿
子写作业。”就这样，岳定明成了为“扛
凳爸爸”。

凳子拿回家后，小儿子岳绍华就拿来
坐着做作业了。“以前是一条10寸宽的板
凳，现在坐上新板凳是要舒服多了。”

记者经过采访了解到，
“扛凳爸爸”岳定明在家中
排行老五，43 岁，是最小的
儿子，母亲已经76岁了，妻
子刘太明身患风湿。两个
儿子都才十几岁，一个在白
花中学上高一，一个在王场
镇初中上初二。除了妻子
务农种点谷子和包谷，家里
只能靠岳定明一个人离家
打零工来支撑一家老小的
生活。

在上海，岳定明住的是
临时搭建的民工大棚，吃的
是每天消费十余元的民工
食堂。他说，运气好的时

候，一个月自己能挣四五千
左右，运气不好的时候，一
个月只能找一两千元。每
个月给自己留五六百元的
生活费后，其余全部寄回家
中开支。“两个孩子要读书，
大儿子一年要用两万多，小
的也要用几千元。”

记者发现，岳定明家中
虽新盖了砖房，但并没有任
何装修，几间卧室光线昏
暗，孩子做作业也只能搬条
吃饭坐的凳子在门口坐。
家里陈设简单，厨房也十分
狭小，只添置了几件必需的
厨具。

为了儿子做作业更舒适

▶
务
工
养
家

每月只给自己留五六百元生活费

▶
回
家
也
不
闲

田里摸龙虾变卖换过年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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