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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天桥区无影
潭社区居委会里一片忙碌，
居委会主任赵爱玲和工作人
员一起，为居民们办理各种
业务。一些居民递交的“大病
救助”“雪中送炭”等慈善救
助申请表需要盖章交上去，
其间还不时有居民来咨询低
保、水费补助，以及计划生育
等方面的问题。

上午10点多，居民朱翎
来到居委会交党费。已年近6

旬的她，现在主要在家里照
顾自己的老母亲，而她的丈
夫也在照顾着另一位老人。

“照顾老人可是很累的
吧。”在工作间隙，赵爱玲和
朱翎攀谈起来。“是啊，原先
需要白天晚上各一个保姆照
看才行，现在好了，有了让我
们放心的养老院，已经好多

了。”朱翎说，她家里的老人
还好，就是丈夫家的老人，更
让他们挂心。丈夫兄弟四个，
需要轮流换班照看老人，因
为老人今年已经92岁了。

“你说的老人是你公公或
婆婆吗？”我禁不住问了一句。

“不是，我公公婆婆在
2005年前后都去世了，现在
照顾的是以前我们家的保
姆。”朱翎的回答让我有些吃
惊。朱翎说，她公公以前是军
区干部，公公婆婆没有时间
照顾四个孩子，就从农村找
了位保姆。这位保姆一直将
几个孩子看大。

“她原先嫁过人，没有孩
子，就出来打工了。大约在
1958年前后来到我丈夫家做
保姆，当时一个月拿30元左右
的工钱。文化大革命以后，丈

夫家受到冲击，没能力出那么
多工钱了，她还是没有走，一
直跟着我们帮忙照看家，也不
拿工钱，就愿意给我们家帮
忙。后来，我们还把她的户口
从农村办了过来，她就成了我
们家的一员。”朱翎介绍道。

“后来老保姆年龄越来
越大，做不了工作了，我们就
请了保姆照顾她。我公公婆
婆在去世前专门交代，要像
照顾自己亲妈一样照顾这位
保姆，要给老保姆养老送
终。”朱翎说，所以他们就一
直像对待家里老人一样照顾
这位保姆。

朱翎家的故事打动了居
委会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和
前来办事的居民，也同样打动
了我。“现在这种事儿真是太
少了，电视上经常看到一些孩
子和父母为了房子什么的吵
架，没想到还有对别的老人这
么孝顺的。”几位居民都禁不
住表示，回家后一定要把朱翎
家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让大
家都来学习这种敬老爱老的
品德。 值班记者 董从哲

“就像对家里老人

一样照顾她”

短短一上午在居委会的
“坐班”生活，让我感慨良多。
平时生活里熟视无睹的一些
小细节，在这里却变得那么
鲜活可爱。

曾经听某街道办一位干
部说，他从外地调到天桥区来
上班，提前一天去社区里转
悠。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某个地
方，他就在一胡同口向市民

打听。“我在别的地方也问过
很多路，不少人都爱理不理。
不料，在这里问路，让我充分
认识到了天桥这个地方民风
的淳朴。”这位干部说，“那位
市民不厌其烦地给我指路，然
后目送我很远，看到我走错
了路，就折回来，喊住我，继
续告诉我怎么走。”

在居委会“坐班”的这短

短一上午时间里，我同样感
受到了天桥市民的淳朴。“走
转改”就是要让记者“接地
气”，而最真实鲜活的东西，
永远都在基层，都在普通市
民之间。在这些地方贴近这
一群人，是对记者心灵的全
面滋养，也是新闻工作者做
好新闻的基础。

值班记者 董从哲

格值班日记

“坐班”社区“接地气”

儿子儿媳相继病倒，巨额费用几欲拖垮贫困家庭

六旬老人打工撑起五口之家
文/片 本报记者 殷亚楠

俩儿子相继患重症

为治病花光家中积蓄

张玉甲有两个儿子，大
儿子在18岁时患上尿毒症最
终去世。今年39岁的小儿子
张永刚，在2007年8月又查出
尿毒症。刚开始知道儿子得
了重病时，张玉甲脑中一片
空白。“太可怕了，生活简直
没法继续下去了。”张玉甲
说，刚开始一段时间，他总是
背着孩子独自默默流泪，老
伴也是哭了好长时间。

后来，张玉甲看到一些
医院的肾病治疗宣传，又打
起精神带着儿子去医院看
病。当时，他就想着去一些专
科医院，多花点钱不怕，能把
孩子的病治好就行。他带着
儿子先后去了青岛、北京、西
安等肾病专科医院，集中治
疗了三年多，家里的积蓄全
部花完，可儿子的病还是一

天天地重了。
今年3月，张永刚的病

情进一步恶化，张玉甲又带
着儿子到济南军区总医院
进行治疗，并开始透析，住
了两个多星期病情才稳定
下来。现在，张永刚需要每
周到该医院透析两次才能
稳定病情，而每个月的治疗
费就得5000多元。

儿媳也不幸病倒

多亏好心人捐赠

然而，张玉甲家的不幸
并没有停止。儿子的病情刚
刚稳定，儿媳又因为类风湿
关节炎加重而不能出去工作
了。这种病到大医院做个手
术可以治愈，不过得花费三
万多元。此时，早已一贫如洗
的张玉甲一家根本不可能拿
出这么多钱，手术因此也就
一直拖着没做。

张永刚两口子原来每个

月共能收入三千多元，可他
生病后，家里顿时陷入“经济
危机”。这几年，张永刚的治
疗费花了17万余元，这十几
万一方面是家里几人靠种地
和打工攒下的积蓄，另外就
是借的7万多元的外债，还有
一些好心人的捐款。“儿媳厂
里的厂长和工友给凑了8000
多元，邻居捐了5000多元，很
感激他们。”张玉甲感叹说。

年过六旬仍外出打工

一人撑起五口之家

除了家中种的五亩玉米
和小麦，张玉甲每月1200元
的收入现在就是家里的唯一
经济来源。“年轻时干过木
工，本想找个木匠活干，可现
在家具厂根本不招我这个年

纪的人了。”张玉甲说，家里
还有个孙子，今年13岁上初
一，现在儿子继续治疗的费
用都没有着落，孙子还要交
学费，“他上初中后学习认真
了很多，很怕因此影响到他
的学习。”

现在，每天早晨7点，天还
蒙蒙亮的时候，白发苍苍的张
玉甲就骑着电动车出门了，迎
着清冷的寒风，他得骑40多分

钟才能到单位。目前，他在郭
店镇一家农资公司给人家看
仓库，整理库存、监督出入货。
虽然体力没法和年轻人相比，
但他仍然干得很卖力。

如今，村里和张玉甲差
不多年纪的老人，基本上都
在家呆着，帮孩子操持一下
家务。可是，张玉甲还不能

“退休”，因为他是家里的顶
梁柱。

儿子得了尿毒症，已借款7万余元，现在每月需要

5000多元进行透析以维持生命。祸不单行，儿媳今年

又因类风湿关节炎病倒，要做手术又得花3万多元。

近几年，历城区唐王镇石徐村的张玉甲家中接连

遭遇不幸，让这位今年已65岁，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

不得不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忍住悲痛，除了和老伴

一起打理家里的五亩地外，还出去打工赚钱，以撑起

这个五口之家。

▲已65岁的张玉甲(左一)现在是这个家庭的支柱。

张永刚拿出笔记本，上面写满了为他家捐款的好
心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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