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探访独居老人生活：

““四四片片白白菜菜叶叶能能吃吃上上一一天天””

汇聚爱的力量，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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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爱爱他他们们，，就就是是善善待待明明天天的的自自己己
即日起，本报发起关爱孤寡、独居老人大型关爱活动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孙淑玉） 独居老人的生活状
况引发愈来愈多人的关注，关
爱今天的他们，就是善待明天
的自己。即日起，齐鲁晚报烟台
慈善义工管理中心发起关爱孤
寡、独居老人倡议，如果您身边
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或者您愿意

加入照顾他们的行列中，可致
电我们。

一声关爱，能吹散他们心
中积淀已久的阴霾；一次登门，
能给他们带来许久的欢愉。不
求多丰厚的物质帮扶，不图多
美好的相聚，守在小屋内，有人
能陪着说说话是他们最大的心

愿。
临近年底，给我们身边的

孤寡、独居老人更多关怀，能在
这个日渐寒冷的冬天为他们送
去更多温暖。

即日起，齐鲁晚报烟台慈
善义工管理中心发起关爱孤
寡、独居老人大型关爱活动，如

果如果您身边有需要照顾的老
人或者您愿意加入照顾他们的
行列，可致电我们，后期我们将
陆续推出关爱老人的活动。如
果您愿意常陪伴他们或您是爱
心企业愿意给他们提供爱心物
资 ，请 赶 紧 联 系 我 们 ：
15264520357。

政府为80岁以上

老年人买服务

随着年纪增大，孤寡、独居老
人的日常生活会有诸多不便，怎么
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成了头等大
事。记者从民政部门获悉，80岁以
上的特殊群体可享受政府购买服
务，享受专业人士每月不低于30小
时的上门服务。

为保障80岁以上低保、失能等
特殊群体老人的生活质量，政府相
关部门会聘请专业人士为其提供
每月不低于30小时的上门服务，照
料老人的日常生活。另外，每位老
人家中还会配发专门的手机，通过
呼叫平台可随时求助。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符合条件的老人可按月领取低保
保障，此外这部分老人还享受高龄
补贴，按照80-100岁等不同年龄区
间，分别享受每月100元-200元的
高龄补贴。

本报记者 孙淑玉

献一份爱心

让孩子们温暖过冬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李
静） 13日上午，一位50多岁的大
姨来到烟台中大德美学校，找到一
位老师说，天冷了，她想给孩子添
些棉衣，然后留下一万元钱转身离
开。事后，校长通过监控录像查到，
这个人是烟台程果水果店的王老
板，她平时也会经常来给孩子们送
一些水果。

“我上午不在学校，中午回来
的时候听老师说有人送来10000块
钱给孩子们买衣服。”烟台中大德
美学校毕校长说，王老板一直很低
调，平时总会抽时间来看学校里的
孩子们，夏天的时候送西瓜，冬天
的时候送橘子，已经连续两三年
了。

据了解，烟台中大德美学校是
一所小学，共有350多名在校学生，
其中大部分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这部分钱我们已经存入我们
的社会捐赠账户中，用于给孩子增
添棉衣棉被。”毕校长说，学校有指
定的捐赠账户，每一笔钱的花销都
会向捐赠人公开。

2452 . 5元善款

送到田莉妈妈手中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孙淑
玉） 爸爸患有骨巨细胞瘤，妈妈
又因胃息肉入院手术，一家三口俩
病号,9岁女孩田莉(化名)撑起一个
家(本报5月13日C10版曾予报道)。
得知情况后，烟台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发起义捐义
卖活动为田莉一家筹款，近日大学
生志愿者将筹集到的2452 . 5元善
款送到了田莉妈妈手中。

从本报看到田莉一家的情况
后，烟台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大学
生志愿者随即在校园内部发起爱
的倡议，为田莉一家筹款筹物。近
一周的时间内，大学生志愿者们筹
集了很多爱心书籍和衣物。10月25

日和26日两天，大学生志愿者们为
筹集善款在校内进行义卖，共筹集
善款2452 . 5元。

“希望能帮帮这个懂事的小姑
娘。”因生病打针，日前志愿者们到
家中探望时并没有见到田莉而是
将钱交到了她妈妈手中。

头条链接

没有工作，日常开支全靠低保维持

92岁的宫桂兰老人住在大兴街50多年
了，老伴去世后，无儿无女的她独居多年。不
看电视不听收音机，除了出门买菜，她几乎不
和外人接触。尽管义工在家中留了电话，要强
的她从不会主动联系，只怕给人添麻烦。

早上6点起床，简单做点早饭，守在床边
望着窗外来往的人流和车流。平日里，除了
收拾下屋子和洗洗衣服，屋子里唯一能发
出声响的就只有一台老旧的挂钟。

从不串门，也不爱到屋外溜达，独居的
日子里能让宫桂兰出门的理由就只有一
个：买菜。“吃不动了，一天两顿就足够了。”
颤颤巍巍绕到小区菜市场，一趟只能拎一
个白菜或萝卜回家，因为不爱出门，有时一
天她会跑个五六趟，储备好一周甚至更长

时间的菜。
有义工上门时，宫桂兰老人在别人的

对话间听得一脸认真，偶尔嘴角还浮上一
丝笑意。“你们常来坐坐就行，家里什么都
挺好的。”老伴去世后，没有工作的宫桂兰
日常开支全靠低保维持。

担心老人在家遇到状况，平安社区义
工服务队队长王培海特意在墙上留下了自
己的号码，叮嘱老人有事打电话。居委会也
联系帮老人安上了紧急呼叫铃，但这些都
没派上用场，要强的宫桂兰有什么事儿都
自己悄悄处理。

“挺好的”是她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眼下她能想到的最远的事，便是冬天老家
亲戚会接她回去小住一阵。

阳台上的花草是她最大的牵挂

没有工作，没有孩子，还带着一身的病，
不到63岁的王友娟完全不知道日子该怎么
过下去。一台收音机和义工送来的电视是她
最大的陪伴，不爱出门的她只盼着有人能陪
着说说话。

1 . 6米的王友娟的背部严重驼着，压迫
下肢导致双腿经常麻木。和老伴在36 . 8米的
小屋内生活了一辈子，王友娟本以为日子就
会这么过下去。平静的日子在2005年戛然而
止。老伴患病住院一个月后离世，给了王友
娟莫大的打击。

“周围连个人都没有，不知道日子该怎
么过下去。”没有工作，也没有儿女绕膝，王
友娟觉得连活下去的必要也快没了。不爱出
门，也不爱说话，每隔几天例行出门买菜都
会径直回家。

“四片白菜叶能吃上一天，一个人也做
不了多少饭。”为了省钱，王友娟会坐车到红
利市场买菜，赶上雨雪天居委会工作人员也
会送来米、面、油和蔬菜，避免她出门滑倒。
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王友娟所
有的开销都依靠低保，偶尔她会种点花花草
草上街叫卖，赚点零花钱。

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是老伴去世后王友
娟最好的陪伴。五年前，义工联系好心人送
来一台电视机，赶上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王
友娟从电视里看到盛况，如今这宝贝被她珍
藏在卧室，只有晚上才舍得看上一阵。

不敢想以后，也不愿意去想无法料理自
己的日子，王友娟说，过一天算一天，等实在
不行了再想办法。如今在家，阳台上10多盆
花草是她最大的牵挂。

在琐碎生活中

给老人更多温暖

从2009年开始，先后组织义工
长期定点照顾东山街道2 0多位孤
寡、独居老人，平安社区义工服务队
队长王培海呼吁爱心人士能给身边
的孤寡、独居老人多些关爱，为他们
的晚年生活带去更多慰藉。

照顾多年，让王培海最心痛的
是，曾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中没
有电视，但当义工联系爱心人士备
下电视后，还没来得及送去，老人就
已经过世。没能给老人的晚年多带
去些欢乐，让他愧疚不已。

如今照顾着东山街道20多位孤
寡、独居老人，平日里王培海会安排
义工定期上门看望，陪老人聊天、说
话，带些老人爱吃的零食，逢年过节
安排义工上门陪老人包顿饺子，在
琐碎的生活中给老人送去更多温
暖。

“老人们需要的很少，只要抽时
间看看他们，他们就很高兴了。”王
培海说，被照顾的老人多不愿给人
添麻烦，物质匮乏的他们，精神上更
需要有人陪伴。

照顾多年，王培海时常担心跑
得不勤，老人会出状况，隔三岔五他
就会安排义工上门，还在每位独居
老人家中留下义工电话，方便随时
联系。

“希望热心人能给这些老人更多
关怀，不单单是送去爱心物品，精神
上的陪伴也十分重要。”王培海说。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日前，家住三马路的独居老人谭老太感到身体不适，因腿脚不便不能入院
接受治疗，在义工的协调下，医院的工作人员上门帮忙诊治。年龄渐大，这些孤
寡、独居老人的养老和日常起居怎么办？记者探访发现，这部分老人的生活多靠
低保维持，除了居委会工作人员和义工，鲜有人上门照看，他们不爱出门，也不
愿与人接触，使得他们的晚年愈发孤独和寂寞。

9 2岁的宫桂
兰老伴去世多年，
没有儿女，平时就
守在空荡荡的家
里。平日里，老人
最喜欢听义工们
聊 天 ，但 很 少 插
话。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一副贴满胶带的断腿眼镜陪
伴了王友娟好多年。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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