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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手半生，爱意如初。您的故事，温暖全城！

金婚（50年）、银婚（25年）不仅是岁月的见证，更是“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浪漫坚守。武汉晚报现面向全城征集金婚、银婚夫妻

的暖心故事，挖掘平凡生活中的不凡深情，传递家庭文明新风尚。

征集对象为金婚、银婚夫妻，现居武汉市，身体健康。有意参与

者请拨打电话85753995预约。或者关注“长江日报社区行”公众号，

点击菜单栏【金婚征集】，或将相关资料发送至whwb2025@163.com，

邮件标题注明“金婚银婚故事”，本报安排记者上门采访。

感人故事将通过武汉晚报及新媒体矩阵等渠道刊发推送，并有

特制礼品相赠。

本报诚邀金婚银婚夫妇讲述爱的故事

以爱为基
共筑温馨小家

1995年，24岁的沌口青年龚
久文经人介绍，第一次见到了25
岁的汉口姑娘刘敏珊。那时，他
是汉阳造纸厂青工，她是六渡桥
的爽朗女孩。

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相谈
甚欢，很快熟络起来。“那时候我
们就是普通朋友。”龚久文回忆
道。几个月相处下来，龚久文的
踏实稳重渐渐打动了刘敏珊，爱
情悄然萌芽。

1997 年，他们步入婚姻殿
堂，当时婚礼简单得甚至没有一
张婚纱照，但刘敏珊从未抱怨。

“有他在的地方就是家。”她笑着
说。

婚后，夫妻俩接手了刘敏珊
父亲在堤边路花鸟宠物大世界里
的水族店，开始了创业之路。龚
久文负责进货送货，刘敏珊操持
家务、照顾女儿，日子虽不富裕，
却温馨踏实。

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更是两个家庭的融合。龚久文的
母亲起初不习惯儿媳的生活方
式，而刘敏珊的母亲也曾对这位

“沌口女婿”心存疑虑。
“愁啊，怎么能不愁呢？”龚久

文挠挠头，“但我们是一家人嘛，
家人就是要不停地磨合、体谅、包
容。”

时间最终证明了一切，如今

刘敏珊和婆婆的关系亲如母女，
她时常会为婆婆按摩捶背，而龚
久文也将岳母安置在沌口，常去
探望，悉心照料。“现在，老亲娘都
说自己是‘沌口人’而不是‘汉口
人’！”龚久文笑着说道。

传递善意
温暖社区邻里

龚久文从小就被父母教导：
做人一定要心怀感恩。而他，也
将这份谆谆教诲贯穿到家庭生活
乃至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

“她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
的。”龚久文这句玩笑话，道出了
夫妻相处的秘诀——互相体谅，
换位思考。

问及矛盾，两人相视一笑：
“都是小事，不值一提。”

他们的水族店生意越做越
好，靠的不仅是勤劳，更是诚信。
曾有江西厂商被他们的为人打
动，主动允许延期付款，帮他们渡
过难关。

闲暇之余，擅长八段锦的刘
敏珊免费在社区开班教学，带动
了许多居民加入健身行列。“健康
是福，能帮到别人，我也开心。”她
说。

多年来，他们持续为四川雅
安的山区残疾儿童和脊髓性肌萎
缩症患者捐赠助学金和衣物。

龚久文和刘敏珊的恩爱故事
和善举感动了朋友，曾写下长诗
赠予他们夫妻俩。女儿龚妍洁也

被感恩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每逢妈妈的生日，她都会准备礼
物。孝顺女儿总让他们心头一
暖，“前不久，女儿还给我们买了
西湖龙井！”龚久文骄傲地说。

心怀大爱
情系留守孩童

龚久文深知陪伴的可贵。幼
时，他常由外婆照顾，每当早起赶
车，他都会在心里默默地想：要是
妈妈陪我就好了。

2024年，龚久文和新洲幸福
小学的老师走访时，发现这里有
留守学生。夫妇俩与老师及志愿
者们经过协商，挑选了20多名孩
子，决定组织一次动物园之旅。

起初进展并不顺利，园方表
示只能在周一或周五免费接待，
周末需正常购票。

考虑到孩子们平日要上课，

龚久文和老师们三次登门协商，
次次都带着满满的真诚。

最终，他们“三顾茅庐”的诚
意打动了园区工作人员，最终特
批在周六免费接待。

出发当天，龚久文和刘敏珊
早早起床准备，反复检查要带的
食物、药品和备用衣物。当大巴
车驶入动物园时，孩子们兴奋地
趴在车窗上，眼中闪烁着期待的
光芒，看着孩子们的笑脸，夫妻俩
觉得“一切都值了”。

从经营水族店的小夫妻，到
社区里的热心人，再到孩子们心
中的“爱心爸妈”，龚久文和刘敏
珊将二人世界的小爱，化作温暖
社会的大爱。他们没有惊天动地
的壮举，却用一件件小事，让这座
城市多了一丝温暖。

实习生程稣娅 陈子涵 通讯
员黄曼

“她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玩笑话的背后藏着真心话

银婚夫妻互谅互爱齐做公益
在武汉经开区沌口街道建华社区，龚久文和刘敏珊这对夫妻的故事，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温暖画卷，从二人世界的甜蜜

温馨，渐渐晕染成万家灯火的璀璨温暖。

携手走过28年的银婚岁月，他们用爱与善意，书写着感人故事。

雪天，刘敏珊（右）坚持在小区带领居民锻炼。龚久文和妻子刘敏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