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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抢鲜看

受客观条件限制缺乏长效性

志志愿愿队队伍伍不不稳稳 服服务务忽忽冷冷忽忽热热
禹城教育开展

系列志愿服务

新华街道办

道德模范授课

乐陵杨安镇有个“活雷锋”

自自费费建建敬敬老老院院供供养养百百位位老老人人

本报3月4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
讯员 窦永超) 4日，学雷锋纪念日来
临之际，禹城市教育局开展环境美化、
爱老敬老、支贫助残、社区服务等一系
列志愿者服务活动。

禹城市教育局将每年3月5日定为
“学雷锋统一行动日”，在全市中小学
开展学雷锋“四个一”活动，即讲一个
雷锋的故事、唱一首学雷锋的歌曲、做
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写一篇学雷锋心得
的作文。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社区
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定期到鳏寡孤
独家庭开展帮扶活动，和农村学校小同
学帮扶结对，在衣物、图书、学习等方面
开展互助活动，定期开展书信交流，特
别组织开展“交换空间，体验生活”教育
活动，促进城乡孩子同步发展。

本报3月4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
讯员 李宜乐) 3月3日，在“学雷锋纪
念日”来临之际，新华街道办事处举行

“道德模范进课堂文明城市我先行”公
益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两名助人为乐道
德模范张学刚和李俊春，到第三实验
小学为学生讲课，用他们的亲身经历
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了
学生道德文明素质的提高。本次“学雷
锋”活动共发放校园安全宣传资料650

份，向市民发放创城、妇女维权、低保、
安全用电等宣传资料1200余份，还到4

名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义诊，弘扬了
雷锋精神，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本报3月4日讯 (记者 李
榕 )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
日”。4日，记者了解到，全市共
有12余万名志愿者，以机关企事
业单位员工、学生为主，受客观
条件限制缺乏长效性，志愿队
伍不稳，服务忽冷忽热。

42岁的赵欣兰来自武城，
她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
中，只要周末有志愿服务都尽
量参与。“去年在中心广场一
次爱心义卖中遇到一个患尿

毒症的患者，把随身带着的钱
都留下了，但对这个家庭而言只
是杯水车薪，几乎起不到什么作
用，一个人的能力太有限。”

“时间不充裕也是众多志
愿者在献爱心的过程中遭遇
的尴尬。”20岁的小胡是德州
学院青年志愿部的一名志愿
者，她告诉记者，遇到周末，组
织活动志愿者参与度极高，但
平时组织起来比较困难。

“每逢周末或者‘学雷锋

日’、‘老人节’之类的特殊日
子，都会遇到献爱心‘扎堆’的
困扰，但平时少有人来探望。”
德城区东风中路一家敬老院
的负责人陈女士说。

“志愿者队伍以机关企事
业单位员工、学生为主，众多志
愿者在献爱心的过程中遭遇时
间不充裕、财力有限等客观条
件限制。”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资深志愿者透露，以陪老人
聊天为例，在周末可能会有数

十人愿意参加，而平时就可能
难找到人；另一方面，志愿者协
会资金有限，不可能经常性组
织志愿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志愿者队伍长期性不足。

“应探索建立志愿者注册机制，
建立长效的爱心队伍，让献爱
心成为一种日常行为。”

据统计，目前全市共有20
个志愿者协会、100多个志愿
者服务站(点)、近千支志愿者
服务队、12余万名志愿者。

花300余万元家产投
建免费敬老院照顾老人，
这样的好人，您见过吗？
乐陵市杨安镇的田向东
就是这样一位“活雷锋”，
九年间他的敬老院接纳
了106位老人，一心扑在
养老事业上的他最大梦
想就是和他“老伙伴一起
慢慢变老”……

本报记者 李榕

2005年，乐陵市杨安镇
的田向东不顾家人反对，出
资28万元购买了一个废旧粮
所建起免费敬老院。2011年
起，他又先后投资300余万，
新建了占地25亩、能容纳200
多名老人的“花园式”敬老
院。

田向东的敬老院坐落在
乐陵市杨安镇原王寨子村一
个废旧的粮所里。如果不是
别人介绍，外人几乎不会知
道这里还有一家敬老院。

3月2日，记者来到这个
在村落深处的敬老院时，院
子里三五成群的老人正倚在
门窗下晒太阳。养老院正厅
里放着一台电视机，52岁的
田向东正和老人们围坐在这
里看电视、聊天……

考虑到敬老院容纳老人
有限，2011年起政府出资100
余万、田向东个人出资300余
万，新建占地25亩能够容纳
200多人的杨安镇中心敬老
院，旧敬老院也于2013年8月
改为乐陵市救助站。目前，旧
敬老院入住了20多位老人，
新敬老院入住了6位老人，其
余的80余位老人暂时安置在
乐陵市刘行村，待新敬老院
竣工后统一搬过去。

田向东经营着两家加油
站，他粗略地算了一笔账，不
包括新敬老院的建设费，旧
敬老院每个月生活开销两万
多元，厨师、护理员月薪1500
-2000元，加上冬天采暖用
煤15吨左右，一年下来总开
销就得20多万元。

在敬老院看门的崔洪千
老人79岁了，他和老伴在旧
敬老院整整住了九年。他说，
舍得出钱养那么多老人，“别
人办不到”。

个人出资建

免费敬老院 田向东（左）在新建敬老院的房间内与老人聊家常。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德州市实验小学把三月定为“学雷
锋活动月”。近日，学校组织400余名学生
和200多名家长到中心广场擦拭栏杆、打
扫卫生。 本报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高向阳 摄影报道

64岁的郭宗明家住化楼
镇高屯村，四年前老伴患了小
脑萎缩，两人无儿无女，唯一
的经济来源34只羊一夜之间
被偷，听说田向东的敬老院
不收钱，老两口就找来了。

“食堂提供热饭，一日三餐不
带重样的，没事儿的时候还
能聊聊天、看看电视，比在家
舒坦多了！”

来此养老的除了本村村
民，还有其他村镇的老人，他
们无收入、无子女，有的甚至
身体残疾、智力不健全。9年
间敬老院共接纳106位老人，

最大的90岁。
“我从小就没了娘，邻村

婶子经常照顾我，现在我有能
力了，就想照顾他们。”田向
东说得很朴实。2 0 0 6年前，
杨安镇没有一家像样的敬老
院，村子里无儿无女的老人
没人陪伴。看到老人们孤独
寂寞和被疾病折磨的痛楚，
田向东萌发了建免费敬老院
的想法。2 0 0 5年，他出资2 8
万购买了一个废旧粮所建起
免费敬老院，“给他们找个落
脚地儿！”

48岁的护工齐磊在这里9

年了，若不是被田向东的举动
所感动，他早就外出打工了。
齐磊坦言，让他感触最深的
是，敬老院曾入住一个叫李宝
华的老人，因食道癌晚期病
逝后，按农村习俗需要给老
人洗净、穿寿衣，但很多年轻
人忌讳这些，田向东亲手安
葬了老人。齐磊说，田向东主
动给每一位过世的老人买寿
衣，按习俗安葬，先后送走了
59位老人。

“我没有机会孝敬父母，
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田向东
说。

把老人当做自己的父母

家人曾埋怨更多是理解

按照田向东的规
划，新建敬老院包括
办公室、值班室、储藏
室、卫生室、厨房、活
动中心等，两位老人
一间房，每间房配备
卫生间、热水器、电视
机等设施。预计今年
六七月份竣工入住。

田向东的举动让
很多人不理解。有人
说他作秀，甚至有人
嘲笑他吃饱了撑的。

“有人喜欢旅游，
有人喜欢唱歌，我就
喜欢养老。”田向东认
为老有所依是他最大
的心愿，不能用金钱
衡量。

在田向东二儿子
田海辉的印象中，父亲

是一个严肃、固执、说
一不二的人。建敬老院
前，田向东并未征询过
两个儿子的意见。

“有段时间加油
站运营不畅，我只能
向亲戚朋友借钱。”田
海辉说，2013年他接
管加油站，从外地进
油需要提前打货款，
田向东不断往敬老院
投钱的举动曾让他很
头疼。家人也曾埋怨
过，但更多的是理解
和认同。

田向东说，等新
敬老院建成后他也住
进去，跟那些老伙伴
生活在一块，种菜、唠
嗑、下象棋，一起变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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