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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两岁半孩子的父亲，K107路公
交驾驶员，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虽然
命运对他如此不公，但他没有抛弃，没有
放弃，乐观坚强，把“正能量”传递给身边
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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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莲并不富裕，自从她搬入廉租房
后，义务照料中风邻居顾克森老人两年
多，老人现在已经把她当做亲闺女。她还
打算统计一下小区里的孤寡老人，争取再
组织更多人，加入到照顾老人的队伍中。

在近期举办的山东省进
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年座谈
会上，公布了山东省老年人口
数量，数字显示，截至2014年
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近
1800万，而预计到2020年，这
个数量将上升至2208万。如此
庞大的数字，这其中可能包含
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
奶，还有很多孤寡、空巢、失能
老人。

面对这些上了年纪、没有
劳动能力，甚至卧病在床的老
人，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值得
欣慰的是，老龄化问题越来越
受到关注，更多的热心人开始
关爱这些孤寡、空巢、失能老
人，不但定期为老人送生活用
品，还会定期上门与老人聊
天，与老人一起过节。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到敬
老院或者老年公寓参加志愿
活动的体验，这可能比较简
单，但又有多少人坚持每个月
或者定期去看望这些老人，又
有多少人会把孤寡老人当成
自己的亲人来赡养呢？

可能有人会以工作忙或
者负担重作为托辞，也有人会
说“做到这些，太难了吧”。但
如此难，还真有人做到了：杨
京玲、苏有生夫妇照顾独居老
人邻居十多年如一日；家政工
李德莲义务照料邻居，自己却
住着廉租房；张兴才把战友的
父母当自己双亲；甸柳居委会
城管服务站工作人员，把孤寡
老 人 及 时 送 医 ，并 轮 流 照
料……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或许找到了答案，他
们身上满满的都是社会正能
量，尊老、孝老，更为重要的
是，他们把每一位老人当成了
自己的亲人。平凡而又伟大的
他们，已经在尊老爱幼的爱心
传递中起跑，并一直在领跑，
我们需要的只是接过他们手
中的接力棒。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既是国
人古老的道德目标，也是古人
构画出的社会理想。终有一
天，我们也都会老去，也终会
有年轻人，将尊老爱幼的接力
棒继续传递下去……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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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振东为普利街社区居民，他开办了
诗书画联谊会，带领老人学习书法、作诗、
绘画，免费看护孩子，这就是夏振东退休
后的生活。今年87岁、有着61年党龄的他，
坚信人生就如同一张白纸，任何时候都不
能沾上一点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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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才家住历下区文东街道清华园
社区。从1997年开始，他坚持照顾已故战
友的父母。自己常吃便宜菜，给老人花钱
不含糊。他表示，将来老人如果不能自理，
要接到家里继续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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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京玲、苏有生】

苏有生、杨京玲夫妇均为退休党员，他们从
1998年搬到甸柳新村六区居住开始，细心照顾对门
居住的独居老人王桂兰。难怪今年已91岁高龄的王
桂兰老人说，她长寿多亏社区居委会、热心居民，尤
其是对门老邻居杨京玲、苏有生夫妇。

【泰山小动物保护组织】

泰山小动物保护中心的志愿者们救助上万只
小动物，建立流浪动物基地。

【开心老年服务队】

在济南市中心医院，活跃着一支平均年龄68岁
的志愿者，这就是成立于2013年11月下旬的“开心
老年”志愿服务队。31位队员退休前都从事过护理
工作，热情友善、经验丰富，他们以专业素养关心着
周围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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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71岁的吕国恒老人在家中突发急性肾
衰竭，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百姓城管服务站的城管队
员及时把他送到医院，居委会并安排24小时居家养
老服务人员对他进行精心照料。甸柳新村街道第一
社区居委会对吕国恒的照顾已有20多年。

【甸柳居委会城管服务站】

【爱心接力组合】

83岁的棋盘街居民周继顺、棋盘街居委会、千
佛山街道办、历下区民政局和爱心小伙子张旭接
力展开救助摔伤的五保户王培元，谱写了一曲感
人的“爱心接力”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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