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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8日讯 好
人刘盛兰要过90大寿了，
18日一早，记者再次赶赴
老人家中，探访老人如今
的生活状况。听到大家伙
要给他过90大寿，老人乐
呵呵地说，“有人给我过生
日 ，我 高 兴 得 简 直 没 法
说。”

去年刘盛兰老人过
89岁生日时，有爱心人士
专程赶到村里，给老人庆
祝生日，当时大伙儿把村
里的饭店挤得满满当当
的。今年老人 9 0大寿，关
心他的人们早已开始筹
划，想给他过个有意义的
生日。

“我等着呢，到时候
有人过来接我去县里，有
人给我过生日，我高兴得
简直没法说。”当记者问
老人，大家一起给他庆祝
生日好不好时，老人乐呵
呵地说。

谈起自己每年的生
日，老人都感觉很自豪，
认为现在有子嗣的老人
也没自己的生日过得热

闹 。“ 我 别 的 不 求 ，也 没
什 么 想 要 的 ，能 有 人 过
来看看我就足够了。”老
人说。

采访中，老人多次强
调，本来捐款就不要回报，
这不是一种商业投资，只
要能帮助到别人，他就心
满意足了。

对于现在每个月200元
的救助金，老人还像以往
一样，找到需要救助的孩
子，让堂侄刘建喜帮忙捎
到邮局。

“您到了这个年纪，这
样做还值得吗？”

“值得。”老人斩钉截
铁地说。

如何给好人刘盛兰
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本
报继续征集为老人过生
日的点子，您可以拨打本
报热线967066或者记者手
机13361360011、登录新浪
微 博 @ 今 日 烟 台 、Q Q ：
1 7 7 1 7 1 3 7 9 6 (问题答案 :刘
盛 兰 ) 、电 子 邮 箱 :
q ingyuan86629@163 .com

直接联系我们参与活动。

“我高兴得简直没法说”
听到大家要给他过生日的消息，刘盛兰乐呵呵地笑了

□通讯员 吴晓兰

□记者 王晏坤 刘清源 张琪 报道

qingyuan86629@163 .com

18日上午7点，烟台招
远市气温较低，深秋的冷
风吹的人瑟瑟发抖，在当
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记者再次赶赴刘盛兰
老人所在的村庄，蚕庄镇
柳杭村。

“ 肯 定 是 来 找 刘 盛
兰 的 。”还 未 到 老 人 的
家，已有村民喊道。据村
民 刘 先 生 介 绍 ，现 在 每
周都有陌生人来村里看
望老人。

几经辗转，记者来到
了老人家中，大门的门楼
最近被村委会修缮过。院
子里晾晒着一些干树叶和
杂草，老人晒干后用来当
柴烧。

房子里，锅碗瓢盆杂
乱无章地放着，半碗白菜
炖豆腐放在灶台上，蜘蛛
网结满了大半个天花板，

整个房间显得有些阴暗。
老人的火炕在东屋，

进门的地方放着一沓鲜红
色的荣誉证书、聘书等，与
阴暗的老房子相比，有些
扎眼。一台32寸的液晶电
视摆放在荣誉证书后面，
也与这陈旧的居家环境格
格不入，而墙上挂满了老
人与被资助对象的合影，
占 据 了 东 墙 的“ 半 壁 江
山”。

老人属于蚕庄镇分散
供养的“五保”老人，所以
每个月可以拿到200元救
助金和10斤鸡蛋，而八宝
粥、燕麦片等都是别人探
望老人时送来的。

“现在吃的也少了，没
什么很想吃的东西，牛奶、
鸡蛋吃不完，对我来说，这
已经足够了。”老人笑着
说。

格延伸阅读

每周都有好心人看望老人

在本报发出为刘盛兰
生日征集点子的消息后，
陆续收到不少热心市民的
回应。

几位莱州的爱心人士
去年就参加了老人的生
日，他们说今年还要陪老
人庆生。

也有的读者说，天气
冷了，想给老人买点棉衣、
棉鞋。

龙口的李女士称，想
给老人捐点钱，然后以刘
盛兰的名义在生日当天

捐助给贫困的孩子们。
一家招远的企业说，

当天会组织人员表演节
目，让老人热热闹闹地过
生日。而更多的爱心之约
正在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老
人的庆生活动中。

招远义工张慧君说，
老人现在其实不缺什么，
但一辈子不容易，也给大
家做了榜样。老人是喜欢
热闹的，在他的垂暮之年，
大家常来看看老人，他就
很高兴。

格读者互动

有人捐钱捐物

有人表演节目

王衍娜是康乐老年公寓的一名
护理员，从事护理工作已有8年时间，
她现在要伺候10个卧床老人。17日中
午，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挨个为卧
床老人喂饭。

王衍娜照顾的10个老人中，只有
两个能够坐立，其余8个都是常年卧
床，这些老人的生活都需要她照顾。
吃饭时，有一位老人可以自己吃，还
有一位只能拿馒头不能夹菜，其余的
都需要一口一口地喂饭。

喂饭对护理员来说相对轻松，最
脏最累的是要为老人端屎端尿。“经

常吃着饭，就会有老人大便到床上，
只好放下馒头，带上手套为老人清
理，然后再回来吃饭。”

每天早上4点钟，王衍娜准时起
床，为老人换尿布，擦身体。7点，为所
有老人喂饭。上午她还要给老人喂水
和水果。中午11点15分，午餐开始。下
午她要为老人打开水，满足每个老人
的各个要求……

晚上，安顿好老人后，她从床下
拿出折叠床，和老人睡在一个房间。
即便是晚上睡觉，她也要每隔一两个
小时起来一次，为老人翻身。

护理工作的脏和累使得很多人
不愿从事这一行，很多年轻人更是望
而却步。

“一群‘老人’在伺候一群老人。”
康乐老年公寓的院长高丽丽介绍，他
们曾在护士学校招聘了3名刚毕业的
学生，月工资近2000元，缴纳劳动保
险，3名护士只是从事简单护理工作，
包括给老人打针、量血压等，但不久
他们都走了。

高丽丽说，在他们公寓有近20位

护工，50岁一下的只有两三名，剩下
的十多名都是50多岁。今年47岁的王
衍娜算是比较年轻的护理员。

记者在夕阳红老年公寓等养老
机构了解到，护理员也都是“40”“50”
群体，年轻护工很罕见。

而且，护理员中学历高的不多。
不少护工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想
让他们参加培训、取得上岗证很难，
但是没有办法，很多护理员只好无证
上岗。

“护理员短缺已经成了限制
养老机构发展的一个原因。”高
丽丽说，现在想找个优秀的护理
员实在是太难了。

记者了解到，现在民营养老
机构的护理员每个人能拿2000

元左右的工资，因此很多护工转
向医院，找短期护理工作，这样
的工作往往比在敬老院工资高
得多。

据烟台市民政局工作人员
介绍，优秀护理人员的缺乏已经
成为导致养老机构床位供不应
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统计，2011年烟台全市总
人口651 . 18万，60岁以上的老年
人 1 2 6 . 3 4万人，占到总人口的
19 . 4%，而烟台市养老服务机构
的从业人员在2000人左右，远远
不能够满足照顾老年人的需要，
而取得上岗证的不足一半。

一些养老机构负责人称，照
顾失能老人工作量大，容易出意
外，养老机构往往不愿意接收失
能老人。

“一群‘老人’在
伺候一群老人”，康
乐老年公寓院长高
丽丽现在常常为招
不到护理员发愁。她
说，养老院里都是

“40”“50”后工作人
员，他们急需补充新
鲜的血液，但又找不
到人。护理员是咋照
顾老人的？为啥年轻
人不愿入行？

格关注失能老人

养老院鲜见年轻面孔
护理员多为“40”“50”后，有的要同时照顾10个老人

护理员大多是“40”“50”后

一个护理员伺候10个老人 养老院

最怕接收失能老人

护理员正在给老人喂饭。 记者 柳斌 摄

记者离开时，老人在堂侄刘建喜和招远义工张慧君的协助下出门相送。 记者 王晏坤 摄

□记者 柳斌 报道

qlwblb@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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