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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1992 年 出 生 的 徐 亚
欣 在 养 老 行 业

工作 5 年了。 在她刚入职时，曾
被质疑过———“你在家连扫帚都
不知道放在哪儿 ， 能去服务老
人？ ”“读了这么多年书，就去给
老人穿衣喂饭？ ”因此，矛盾感一
直冲击她的内心， 她 “质问”自
己：为何选择这一行？

一年后，徐亚欣主持了一场
家属开放日活动，这为她的职业
生涯带来转机———团队年轻同
事现场读出记录服务老人点滴
的手写信，那些故事打动了长者
和家属，也让徐亚欣铭记至今。

“每天早上 8点交班，一位爷爷
总是坐在一楼看报纸， 然后和我打
招呼，已经形成一种默契。 ”“老人房
间马桶堵住了， 我也是爱美的小姑
娘， 但我得跪在马桶边上慢慢清
理。 ”“有位老人突然病发，我们陪着
老人去医院， 老人家属都没有赶到
现场， 我们已经把所有事情安排妥
当。 ”“我这几天的任务是帮老人追
溯被诈骗电话骗走的退休金。 ”

在位于安徽合肥的中铁佰和
佰乐康养社区， 和徐亚欣并肩作
战的， 还有一群由护理学、 康复
学、社会工作、养老服务等专业毕
业的 90 后，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
专业的养老照护团队， 讲述 “朝
阳”守护“夕阳”的温情故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5年过去，徐亚欣组织了大
大小小活动上百场。这位社会工

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至今记得

一个暖心故事。

一位王姓爷爷喜欢找人聊

天，他有次来到养老服务台，看

到徐亚欣在电脑前忙碌，便生气

道：“你们是服务人员，是要陪伴

我们的，天天对着电脑干嘛？”当

时的徐亚欣怀孕 6个月，还兼顾
着团支部及处理材料工作。

“爷爷的斥责让我委屈，但

换位思考，他肯定极度需要陪

伴。”她便决定每天下午专门抽

出一小时陪王爷爷聊天。关于老

人女儿的话题，她听了上百遍，

每次依旧热情回应。

王爷爷在徐亚欣的陪伴下

情绪愈加稳定。徐亚欣休产假回

家前一天，王爷爷特地写了一幅

书法“大展宏图”送给她未出生

的宝宝。那天，老人拄着拐杖站

在门口挥手相送，几次忍住离别

的眼泪。

这些年轻人还曾面对家属

的不理解。有一位老人记性很

差，护理员给老人喂完药后家属

和老人打电话核实，总是得到

“没有吃饭也没有吃药”的回答。

徐亚欣等人只得一边录视

频，一边和家属沟通交流。

一位罹患认知障碍的奶奶

刚住进来时，连自己女儿都不认

识，家属也不放心，每天下班都

要开车来看一眼。小伙伴们从喂

馒头、做锻炼等小事做起，和老

人沟通。一次，奶奶终于喊出女

儿名字，大伙都很激动，家属也

放下了心。

“我们‘小年轻’内心强大，

老人或家属对我们发脾气，我们

就哭一场、抱一抱，第二天又活

力满满，激情不会磨灭。”这是团

队年轻人的共同想法。

让老人吃好住好还要“玩好”

“团队成员这么年轻，能不

能管理和服务好老人？”团队运

营部负责人杨冬锐曾在医院工

作，来到养老行业后，一些新住

进来的老人及家属经常问她这

些问题。

她说，子女希望老人在机构

吃好住好，生活上有保障就足够

了。但团队成员还有不一样的

“玩法”，他们还会尝试满足老人

情感和自我实现需求，费尽心思

策划活动。

有老人爱好太极拳，团队就

引导他成为“授课老师”，定期开

展太极教学。团队还以家庭为单

位策划华服游园活动。活动还在

筹备设计中，有的爷爷奶奶听到

消息，就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旗袍

和唐装拿了出来。年轻人还带老

人玩手势舞、拍抖音视频，和爷

爷奶奶“无障碍沟通”。

今年母亲节，团队组织了一

场插花活动，一位爷爷全程陪着

老伴插花，二人突然深情对望了

一眼，杨冬锐抓拍下这个瞬间，

发给了老人的子女，对方直呼

“太温馨、很感动”。“我们同事间

常讨论，以后要像爷爷奶奶一

样，经营一份相濡以沫的感情，

而不是快餐式的恋爱。”

“和老人相处时，只要足够

真诚，他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用

心。”这些年，杨冬锐愈发体会到

“真诚至上”这 4个字的分量。她
也从老人的生活阅历中感受到

精神层面的收获，比如对待每件

事情的认真。

一位 96岁的老爷爷曾参与
过淮河治理工程，入住机构以

后，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被服

务的群体，总会想办法为活动贡

献策划。在一场由杨冬锐他们策

划的老年模特活动前夕，凭着老

伴曾经当老年模特的经验，老爷

爷从主持词、策划再到活动站

位、走向，整整写了一叠方案手

稿和图画，还尽心尽责帮大家排

练、走位。

关于为何选择养老行业的

问题，徐亚欣等年轻人也渐渐有

了答案：大家喜欢看到老人在活

动中的欢声笑语，也自豪于能妥

善处理老人的各种问题。

直面生命“最后一环”
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思考

服务老人带给徐亚欣的，还

有了另一层收获。“网上有个段

子，说年轻人把最好的脾气给了

工作，把最差的脾气带回了家。

自打干了养老工作，我们对家人

更平和、温馨。平时看到养老院

老人突发疾病，心里会‘咯噔’一

下，回家时第一件事就是问候长

辈身体状况。”

“做这份工作，有时觉得亏欠

家人。疫情期间，我们回不去，只

能每天远程视频看家人。”1993年
出生的护士长李莉在园区做护理

员工作，她是一位军嫂，还是一位

1岁多孩子的妈妈。
今年 4月 20日，护理院收住

了一位情况危急的失能老人。老

人患有多种疾病，身上插着十二

指肠营养管、尿管，精神面貌差。

李莉与护理部主任商议后，按照

多学科小组制定的计划进行照

护。当日下午，李莉接到婆婆打

来的紧急电话，告知其孩子身体

不适、呕吐腹泻，她在网上给孩

子挂了号后就又继续投入到了

繁忙的工作中。

孩子输液的 3天里，她留在
园区照护老人，每天鼻饲营养

液、糊餐、苹果汁、牛奶，每隔两

小时翻一次身，进行两次尿管护

理及口腔护理……李莉还会用

小音箱放在床边播放老人喜爱

的歌曲。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5
个月后，老人能坐上轮椅了。

“这里很多老人在生命历程

里走到了最后一步，需要更多帮

助。我们也会遇到难以接受的事

实。比如，前一天查房时，还和爷

爷奶奶做康复游戏、量血压，第二

天，老人就没了。”李莉记得，曾有

一位老爷爷，自己下午刚给他拍

了照片，有说有笑，但老人晚上突

然不舒服，抢救无效就去世了。

“一定要珍惜当下，敬畏生

命。”那天，李莉默默告诉自己。

团队年轻人众多，他们为何

能沉下心坚持为老人服务？养老

团队所在事业部的党支部书记方

梅观察得出，皆因他们从养老事

业中收获别样体验：一方面，他们

领悟到，很多年轻人的幸福生活

源自老年人的奋斗，养老行业是

用另一种形式来回报长辈；另一

方面，在养老行业直面衰老、死

亡，让他们对生活和生命有了更

多的思考，内心变得更平和。

（据《中国青年报》）

这群 90 后“朝阳”在守护“夕阳”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居民

张春林在工地搬运建筑材料时，

不小心踩空，从 3米高的台子摔
下，导致大腿右侧骨折，丧失劳

动能力。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动

力，全家收入靠他一人务工赚

取。张春林妻子患有先天疾病，

仅能完成基本生活自理，两个孩

子尚未成年。他的受伤让本不富

裕的家庭出现了返贫迹象。

“必须马上为张春林建立帮

扶档案，对照帮扶政策尽快落实

救助。”说话的人名叫陆海东，是

相城区望亭镇鹤溪社区网格员，

也是一名帮扶困难家庭的“温情

管家”。事发一周之后，陆海东在

常态化巡防中得知此事，迅速上

门摸清情况，为下一步完善档案、

匹配帮扶政策做好前期准备。

在相城区，政府为困难群众

建设了一支专属服务队伍，统称

为“温情管家”，负责解决“救助

谁”的问题。通过搭建智慧化平

台、建立全区低收入家庭数据

库，当地探索线上线下主动救助

模式，将救助关口不断前移。现

如今，镇、村两级已有“温情管

家”团队 295人。全区 686个基层
网格中，每 15户困难家庭配备
一名“温情管家”。

每月有补助、每周两小时上

门护理服务、每日两份爱心午餐

……张春林向记者罗列着享受

到的种种帮扶，他坦言相城区的

各类政策把生活方方面面的需

要都照顾到了，解决了后顾之

忧。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镇里

对张春林家总共开展了六项帮

扶项目，包含助学、助餐、保洁、

体检、理发等服务。

社会救助要注重服务效果，

拓展救助领域。相城区将救助形

式从以资金救助为主转变为项

目式帮扶模式，把救助服务拓展

到就业、教育、医疗、精神关爱等

各个层面。

近年来，相城区不断深化

“相帮扶 城温暖”社会救助服

务。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相城区积极开展“进千

家、解民忧”实践活动，组建更多

“温情管家”志愿服务队，走基

层、进社区，到困难群众家中开

展走访慰问活动，摸清掌握困难

群众问题和需求，研究制定有针

对性的帮扶项目，在实践中切实

提高社会救助为民服务能力，解

决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持

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据介绍，自 2019 年 1 月以
来，相城区共投入帮扶资金 2.7
亿元，其中社会帮扶资金 6338
万元，开展帮扶项目 4615个。
“相城区深化社会救助改革

创新，初步实现由多头服务向集

约聚合、由传统救助向温情救

助、由普惠救助向按需施策的三

大转变，创新完善救助方式，增

强社会救助兜底服务能力，切实

保障困难群众的生存权、发展

权。”相城区民政局局长周雪奇

说，相城区还积极探索、建立健

全政府基本保障与社会力量帮

扶有机结合的长效机制，着力打

破政策壁垒、单位壁垒、部门壁

垒，形成“弱有众帮、温情救助”

的社会风尚。2020—2022年全区
累计募集善款超过 1.59亿元，并
创设了 97个社区慈善基金。

下一步，相城区将持续推进

线上线下救助同步发力，优化智

慧化救助平台，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技术构建覆盖救助帮扶全

流程的区、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困难群体智慧信息平台，实

现帮扶过程闭环管理、供需对接

深度精准、资源信息共建共享。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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