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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孙业文

照顾三个痴呆儿子
八旬老人不敢倒下

彭其传，85岁，上射垛村留
守老人。

早上6点，彭其传睁开蒙眬
的睡眼，先用煤炉烧上一壶开
水，接着做早饭：面条或地瓜。
吃完早饭后，他拖着行动不太
方便的腿出去捡柴火。“身体不
行了，也就只能出去捡点柴火
回来烧。”彭其传的话语中透露
出了几丝的无奈，因为曾经他
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只是无情
的岁月已将他鞭挞成一名枯瘦
的老头。

彭其传有4个儿子，其中三
个儿子有不同程度的痴呆，生
活也就刚刚能自理，只有小儿
子算正常人，然而就在前不久，
小儿子的媳妇因不堪家里的重
压也跑了。“现在4个儿子都成
光棍了，小儿子也出去打工
了。”彭其传说到这有些语噎，
似乎在感叹命运对他真的不
公。

彭其传的老伴5年前去世，
之后留下他一个人孤独地生
活。“老伴在的时候，还有个人
和我说说话，还有人给我做口
热饭。”彭其传说，常常半夜醒
来，摸着空荡荡的床，望着看不
穿的黑夜，他的心隐隐作痛。

“以后的路只能走一步算一
步。”他说。

老人家里还有半亩地，如
今因身体原因也种不了了，老
人现在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低
保。当记者问他想小儿子不，

“想！小儿子在外不容易，一年
只回来一次，很少有时间回来
看看。”彭其传说，再难他也不
能倒下，倒了没人来照顾他，他
也不知道谁来照顾他那3个可
怜的儿子。

老人安静地锁上门，走到
家附近的地里拾柴火；晚上，回
到他那已经住了近30年的土房
子里，然而屋里空荡荡，只有一
盏昏黄的灯……

中年丧子
“暖巢”变“空巢”

靳现花，65岁，上射垛村留
守老人。

在靳现花家里，记者可以
感受到她是个非常干练的人，
房子尽管不大，屋里也没有几
件像样的家具，但是收拾得非
常整齐干净。靳现花虽然日子
过得苦，但谈吐间能够看出她
是一个乐观的人，也非常难看
出她竟是一名中年丧子的母
亲。

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靳
现花的儿子吃完饭后像往常一
样出去工作，临出门前她还特
意嘱咐儿子注意安全。然而，天
有不测风云，一则噩耗顿时让
夫妻俩陷入了极度悲伤：儿子
下煤井时因意外不幸身亡。家
里的顶梁柱没了，两口子一时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靳现花有一个儿子和一个
女儿，在农村人看来，嫁出去的
闺女就等于泼出去的水，以后老
两口的日子不能指望闺女。“儿
子没了，心疼也没办法，这日子
还得往后过。”靳现花称，从那以
后，家里的所有活只有两个人的
身影，儿子的影子，再也没了。

祸不单行，10年前丈夫在
一次放炮炸石头时炸伤了右
腿。儿子没了，再也不能失去丈
夫，靳现花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悉心照顾丈夫，家里家外的操
持着，用弱小的身躯担起家庭
的重担。后来，丈夫黄玉修又重
新站了起来。

因黄玉修出去打零工，记
者未见到他，但恰巧碰到了来
看望靳现花的外孙。见到外孙，
靳现花笑了，笑得很灿烂，因为
她明白，外孙是这个家的希望。

为让他们有个照应
村支书变“媒人”

“上射垛村登记在册的是
316人，但是常住人口就是60多
个老人。”上射垛村第一书记周
明波称，因村里大多数青壮年
都背井离乡去了城里打工，这
些老人大多都是70多岁，年轻
的少说也有60多岁，既要包揽
全家好几口人的劳动，又要照
顾孙辈的学习与生活。

“有些老人因年纪太大已
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就只
能靠低保维持生活。”上射垛村
村支书靳来高说，村里各种各
样的情况都有，有次为了能让
村里的困难老人在生活上有个
照应，他给两个老人当起了“媒
人”，没想到还真成功了。

周明波称，他在章丘市教
育局工作，局里让他来当上射
垛村的第一书记。“这个第一书
记不好当，村里的底子太薄
了。”周明波说，他来上射垛村
后，在教育局的支持下，将村里
的150亩耕地退耕还果，建起农
家乐和农村扶贫超市。“下一
步，还应大力开发村里的旅游
资源。”他说。

如今上射垛村的村容村貌
有了相当可观的变化，但是村民
的老龄化程度却在加剧。“年轻
人都不太愿意回来，就是苦了这
帮老人，身体上劳累不算啥，但
是精神和心理上的空虚会让老
人很难受。”周明波说。

本报济南11月22日讯（记
者 孙业文） 为给农村的留
守老人送温暖，本报张刚大篷
车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九阳
股份有限公司、聚划算共同发
起“换然益新”关爱留守老人
公益项目。近日，张刚大篷车

来到章丘市垛庄镇上射垛村，
将30台九阳豆浆机送给了那里
的留守老人。

上午8点半张刚大篷车从
济南出发，“跋山涉水”1个半
小时之后来到章丘市垛庄镇
上射垛村，20多名留守老人在
路上迎接大篷车的到来。刚一
下车，老人们就围住记者说：

“不知道说啥好，十分感谢你
们还记挂着我们。”

上射垛村第一书记周明
波和村支书靳来高开始给老
人们发放豆浆机。“我们按照

年龄大小和贫困程度两个标
准来发放豆浆机，尽量让村里
那些最需要帮助的老人得到
救助。”周明波称，受助老人年
龄大的接近90岁，小的也要60
岁以上，大部分都是村里的留
守老人。

“来，赶紧到家里坐坐喝
杯热水暖暖身子。”88岁的杲
永花奶奶虽然不会使用豆浆
机，但是非常高兴，想拉着记
者到她家坐坐表示感谢。“牙
齿快掉光了，吃不了硬东西，
听说用它能打豆浆喝，回去一

定让儿子教我。”杲永花说。
杲永花的老伴五六年前

去世，现在跟着儿子生活，儿
子一家生活比较拮据。“老奶
奶身体还算硬朗，为人也非
常热心，就是耳朵有点背。”
周明波说，全村一共93户，像
杲奶奶这样被列入贫困户的
就有28户。

据周书记介绍，为了进一
步加强对农村留守老人的服
务、关爱和保护工作，去年就
对全村的“留守老人”进行了
摸底排查，全面掌握农村“留

守老人”的数量规模，及时掌
握他们的家庭组成，根据家庭
困难程度来确定村里需要帮
扶的留守老人。

“留守老人是当下比较
突出的社会问题，应该得到
更多的关注。‘换然益新’关
爱留守老人计划，既为弱势
群体送去了爱心温暖 ,同时
也让社会进一步关注独居老
人群体。”阿里天天正能量相
关负责人称，他们希望让老
人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
暖和关怀。

本报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为留守老人送去豆浆机

8888岁岁老老人人要要向向儿儿子子学学着着打打豆豆浆浆

出出门门一一把把锁锁
进进屋屋一一盏盏灯灯
316人的村子仅剩60多位老人

章丘市上射垛
村，一个在册316人的
村子如今仅剩60多个
老人！由于大多青壮
年都背井离乡去了城
里打工，留在他们身
后的那一片土地，那
一片家园，便自然全
部移交给了他们的父
母——— 那些已操劳了
大半生的中国末代传
统老农们。老农们的
坚守或许是迫于无
奈，也或许是迫于不
适应城里的生活，他
们渐渐地变成了一群
孤独的守望者。

收到本报举行的公益活动上赠送的豆浆机，88岁的杲永花（中）拿着赶回家试用。

▲在彭其传家空荡的屋子里，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家庭。

彭其传家里的厨

房遍布杂物，但鲜有饭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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