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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自制“名片”招保姆
苦等了一个月也没招来人
本报见习记者 刘金震 刘来

自制“名片”和招牌 七旬老人街头招保姆
4 月 7 日上午 11 时许，

记者来到泰安市人力资源市
场，在门口看到一位老人坐
在马扎上，不断地打量着身
边经过的求职者。他身旁停
着一辆电动车，车筐上挂着

“请保姆”字样的牌子。看到
有人靠上前，这位老人用洪

亮的声音询问：“招聘保姆，
有兴趣吗？”

记者了解得知，老人名
叫崔庆义，今年 75 岁，家住
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三
十年前因工作原因，他由广
州调到泰安，从单位退休后
一直在泰安生活。由于儿女

常年在辽宁工作，老人无依
无靠。随着年龄增大，腿脚不
大方便，因此打算招聘一名
保姆打理日常生活。为了能
够在招聘现场找到合适的位
置，他基本上午八点就赶到
现场。怕中间上厕所误事，水
也不敢喝一口，一坐就是一

上午。“人家都是公司来招
聘，去晚了就会没有位置，我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也不好
意思让人家给我让位啊！我
基本上每周二、周四、周五的
上午都在这儿。但等了将近
一个月，也没招到人。”老人
苦恼地说。

苦闷一直无人联系 经提醒才知手机停了机

崔庆义老人告诉记者，
2004 年他曾通过朋友介绍
雇佣了一名保姆，每个月的
工资是 400 元，负责照顾自
己和老伴的日常生活。但由
于多方面原因，去年十月份
保姆辞了职。他现在雇佣保
姆每天的工作就是做饭、洗
衣服和打扫卫生，工资每月
500 元到 600 元。当记者问
起为什么不通过中介公司

招聘时，老人笑着说：“中介
收费不便宜，而且也不见得
能找到合适的，天天骑着电
动车溜达到招聘会现场，还
可以晒晒太阳，顺便散散
心。”

为了方便招聘，崔庆义
老人制作了“请保姆”的小牌
子和“名片”。“‘名片’和小牌
子都是我自己手写的，然后
再裁成一条一条的。”老人说

着就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
“名片”：在一个薄薄的小本
中，一张纸被撕成五六条，每
一条上都写着“请保姆”的字
样和联系电话，而在另一张
纸上则写着具体住址和乘车
路线。“今天只有一个人要了
我的‘名片’，还不知道会不
会联系我呢。”老人说。

7 日下午，当记者拨打
老人的电话时，发现“名片”

上的手机号已经停机。8 日
上午，记者在泰安市人力资
源市场门口再次遇到崔庆
义。当得知电话已经停机时，
他半信半疑地试着拨打了一
个号码后恍然大悟：“我说怎
么没有人联系呢！”老人说
完，从电动车的车筐中拿出
小本子，开始摸索口袋找笔，
准备着手制作换有备用手机
号的“新名片”。

老伴去世儿女常年在外 生病住院全靠邻居帮忙

11 日上午，记者来到
崔庆义老人的家里，一楼一
套 50 多平方米的两居室
里，收拾得还算干净利落，
桌子上摆着一些水果。老人
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见
到有人前来拜访，老人颇为
惊讶。闲聊之间，老人告诉
记者，他至今还没有找到保

姆。问起老人中午打算吃什
么时，老人说：“昨天买了几
个包子，中午放在微波炉里
热一热就行了。”

住在崔庆义家隔壁的
杨先生告诉记者，老人挺可
怜的，2005 年老伴儿去世
后，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

“说起他的一双儿女，他总

是哭，儿子和女儿都远在东
北，平时很少回来，前段时
间他生病住院，基本都是邻
居帮忙照理。之前，我们帮
他联系了泰安市的一家福
利院，他自己也愿意去，但
福利院始终没有床位。”杨
先生说。

“生病住院的 20 多天，

病友帮我打水、看护吊瓶，
开始基本都是订饭吃，病情
好点以后就到食堂打饭。”
崔庆义老人说，住院这件事
他一直瞒着儿女，每次儿女
打电话他总是报喜不报忧。

“没办法，他们工作都忙，不
能影响他们工作呀！”老人
说着低下了头。

老人“请保姆”的招牌在人群中很显眼。 本报见习
记者 刘金震 摄

儿女常年在外，老伴去世，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孤身一人
在泰安生活。为找人照顾生活起
居，他自制“名片”招聘保姆，但
是苦等了将近一个月，也没有招
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