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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玉军

二十八号床

四月底，爸爸脑血栓出院，妈
妈心脏房颤射频消融手术出院一
周，我和我爱人去一个医院办的护
理院考察了半天，决定把爸妈送这
里康复一段时间。护理院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养老院，不是老人们唱
唱歌跳跳舞旅旅游写写书法画画
国画的地方。楼层叫病区，五楼是
失智，六楼是失能，七楼是心脑血
管病，等等。床位紧张，只有九楼和
四楼各有一个房间，我们上楼下楼
的工夫，九楼的房间就订出去了，
所以赶紧订了四楼的房间。

爸妈入住的那天，妹妹回来
了，在护理院附近住了一周宾馆，
天天去陪着爸妈，跟送小孩子去幼
儿园一样，陪着度过适应期。

第五天的时候，妹妹摸清了整
个护理院的情况，告诉我，这个名
为“康复疗养病区”的四楼，其实是
个临终关怀病区。我又吃惊又担
心，但是别的楼层都没有房间了，
就嘱咐妹妹不要告诉爸妈，等我慢
慢想办法给调个楼层。

爸妈刚住进去，觉得周围死的
人未免太多了。每周去看他们的时
候，总会有新的坏消息。妈妈的房
颤复发，三天两头打针抢救，到六
月份的时候，每天发作频繁到继续
打针就会心跳停止，随时有生命危
险的地步。找北京的专家来做手
术，去市里住了二十三天院，病愈
归来，四楼又走了仨。之前累于自
己的病，无暇他顾，这次好了，爸妈
有心思四处探查。那个星期我去，
妈妈很神秘地告诉我：“护士站旁
边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二十八
号。住进去的人，三两天就没了。专
门有人夹着简易的小棺材进来，装
好送出去。”我心一惊，忙说：“这里
有病的老人多，老死的吧！”“这个病
区是临终关怀病区呀，不行了的都
送来！”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我装
作第一次知道，赶紧问他们想不想
换楼层，没想到他们一口回绝：“房
间很好，又安静又方便，护士护工
都不错。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怕，后
来想，人有生死，不能自主，他走他
的，咱活咱的，不忌讳！”

我在走廊里见过四十多岁坐
轮椅的男子，听说是淋巴癌晚期，
耳朵后面鼓出一个鸡蛋大小的肉
瘤，肉瘤上的突起也像耳朵，妈妈说
他入病区后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第
二周人就没了。还有个四十岁出头
的博士后，浑身不能动弹，他妈妈
伺候他。六十一岁乳腺癌晚期的女
人，弥留之际坚决不见儿媳。昨天，
护理院破例允许几个家属入内探
视，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离世了。

这些人，都是二十八号床的过客。
这层楼的常客，大部分躺在床

上，鼻饲。能够到走廊里坐着的，有
四五个人。一个从来不开口的八十
多岁的老头，一个爱说话但嗓子坏
掉了的瘫痪老太。护士站前的走廊
拐角处，另有一个眉目清秀的老太
太，瞪着双眼，张开嘴巴，真正是

“目瞪口呆”的模样。无论多少人走
过，她都一动不动，从不眨眼，也不
转眼珠，像是大惊吓后直接成了木
乃伊，镶在了那个地方。这样过了
半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她在很自
如地吃面条，吓了我一大跳。后来
妈妈说她既不聋又不哑，家人来的
时候话多得很。还有一个一百零三
岁的老头，他总是垂头昏睡，却能
在吃饭的时候自己走去饭厅，不用
送饭。饭后，寂寂的饭厅里，他垂头
坐着，指间夹着一支烟，慢慢抽。

这里的生死，跟流水一样。我
一直介意这个楼层，想把爸妈转出
去。后来想，哪一层楼又逃得过，不

过流水快点慢点而已。
爸妈相伴在这里，上下午各去

楼下公园里散一次步，其他时间两
人打打扑克，看看电视，参加护士召
集的做游戏或者锻炼活动，过得人
人羡慕。这个护理院因为床位紧张，
现在已经不收他们这样能够自理
的老人了。妈妈的悲伤在于一辈子
置的家当，到现在什么也带不来，
所拥有的，只是护理院的一个房
间，两张床。爸爸很看得开，能用到
的才是有用，越老越要做减法，只
要两个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家。

另一种困境

尽管父母态度坚决，但我并不
相信他们真的能适应养老院，尤其
是妈妈。

妈妈心思细密，敏感多虑，六
十多岁生病以后逐渐与社会脱离，
到八十多岁去住养老院，我自己感
觉她适应不了。但是她天性聪明活

泼，肯替人着想，所以在养老院生
活得很不错，交了几个老太太朋
友，跟医护人员也相处愉快。唯有
我心里知道，人际关系，对她来说，
一直是个压力。爸爸是个坦率直爽
的人，从不肯也不会掩饰自己，也
不大在乎别人。别人即使不喜欢
他，他也感觉不到，这样，就伤害不
到他，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他。因
为善良热心，他还交到了几个老头
儿朋友。

妈妈知道自己离不开养老院，
离不开医生护士，离不开床头抢
救、氧气供应，离不开随时有人照
顾护理，但她心里一直是想回家
的。她不止一次跟我说：“回家，关
起门来，只有咱们自己，会多自由，
多舒服呢！”

是的，去养老院，就是拿隐私
和自由交换安全与照护。医生每天
查房，护士每顿送药，护工按时送
饭，清洁工时常打扫。门不能锁，外
出要请假。尤其是妈妈基本失能之
后，上了专护，人是24小时住在房
间里的，不允许离开。妈妈要跟爸
爸商量点儿事，议论点儿什么，时
刻有人在眼前，不方便。再加上爸
爸耳背，妈妈气短，发音不清，交流
极其困难。一个个老眼昏花，也不
存在给个眼神就能体会的便利。

养老院很负责，分管院长还时
常跟护士长一起去找老人谈心，征
求意见。这些在咱们看来的好事，
对妈妈也是一种需要应对的挑战。
她要有好的仪表，有好的措辞，表
达好的内容，总之要体面，内心的
自尊不允许她因自己老病而降低
标准。人家来的时候，爸爸在躺着
休息，没有马上爬起来回应人家的
问候，她深感失礼，这份歉疚感也
是压力。所以她就累。

隔壁老爷子过生日，分给他们
一块蛋糕。所以尽管过生日从来不
吃蛋糕的她，也要我送个大的去给
大家分吃。楼下她的朋友送她一点
水果，我送她的水果，她也惦记着给
朋友送去。礼数的周全与身体和精
神衰退之间的矛盾，使她痛苦。

所以她想回家，是想回到一种
无人凝视与关注的、自我的空间，
享受轻松自主的自由。我对她说：

“妈妈，你回家可以，但要想回到只
有咱们自己人的空间，现在做不
到。我还要上班，不能专职伺候你。
即使可以专职伺候你，你也不可能
让我24小时洗衣做饭随叫随到，肯
定要找个护工来帮忙。护工在家
里，仍然是你要面对的外人。而且
这个外人，并不像现在在养老院这
里，一切都由护士长管理和安排，
护工只管提供服务。住家护工，管
理者是你自己。她的食与住，工资
与考评，都需要咱们自己负责。如
果有矛盾，也没有护士长居间调
停，这个矛盾必须由你与护工当面

解决，更直接，无缓冲。你确定沟通
的压力轻么？你的朋友张阿姨，辞
掉一个护工不就是因为她天天需
要张阿姨定菜谱，张阿姨觉得太劳
心受不了了么？护工先不论，你现
在的医疗条件，床头氧气这个我可
以解决，但房颤发作需要就地抢
救，回家后就只能上医院了——— 这
难道不是你最担心的事情么？半夜
发作，我们赶到你家，搬下楼，开车
送医院抢救室，好转后开车回家，
搬上楼，你一遍一遍道歉，觉得拖
累我们——— 来这个医养结合的医
院，可以免去送医抢救的麻烦，不
正是你住养老院最大的理由么？”

妈妈长出一口气。她何尝不知
道这些，只是想逃离，想想而已，早
已无法也无力逃离。她说：“各方面
的关系，处理起来很累。我老了，不
能操这些心了。”“就是因为你老
了，放自己一马，就别去操这些心
了吧，向我爸学习。”“人家是天性
这样，我学不来。”她说。

所以呢，无解。我从妈妈这里，
时常感受到这种无解之绝望。人非
草木，再老也有心灵需要呵护。现
在她病情稳定，身体没有痛苦。新
护工很是得力，护理得精心周到。
妈妈每天去做手指操，因为是她的
护工领操，所以即使她很累了，也
不能停止不做——— 一是要配合支
持自己护工的工作，二是护工领不
完操，就不能推她回房间。她在勉
强自己。

我很心疼，让她跟护工说一
下，累了她就不做，等护工领完操
再推她回去。妈妈说跟护工说了，
没问题——— 所以，她当作问题告诉
我的，并不是无解，但她的确不好
意思第一时间告知对方，而是先勉
强自己。

失能的是身体，不是心灵。这个
时候的心灵，需要很多支持和爱。她
那么在意护工的感受，就是因为她
得依赖护工。这份依赖是带着歉意
的。如果把护工换成我，歉意更大，
因为护工是工作，我是义务。

（本文摘选自《陪父母老去》，
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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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爸爸妈

住住进了养老院

当父母老了，我
们该如何面对？2019
年，解玉军的父亲得
了脑血栓，幸亏自救
意识强，送医及时，没
有后遗症，母亲则因
多年的房颤和帕金森
病而逐渐失能，老两
口就此决定住进养老
院。起初他们得到了
及时的医护照料，让
解玉军得以度过一段
安静平和的时光。之
后波澜再起，母亲的
帕金森病加重，又恰
逢新冠疫情……解玉
军在新书《陪父母老
去》中记录下这段经
历，那些面对父母生
病压力时的心态，对
生命的思考，是每个
人都要面对的。

《陪父母老去》

解玉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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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电力学校秉持“对每一个
学生负责 让每一个学生成才”的
办学理念，结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实际，不断创新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机制，加强专业支撑和科学
管理，着力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
养。
重视心理工作 建立健全课程
体系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充分利用
各专业的教学特点和教育资源，实
现学科教学和心理健康教育相互
渗透、相互促进。积极参加教学能
力比赛，提高心理教师的教学质量
和业务水平，鼓励支持教师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学术研究。

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开展丰

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朋
辈心理支持活动、心理健康教育
实践活动。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
座及“5 . 25”心理健康日等主题活
动，帮助学生增长心理健康知识，
提升心理素质。
加强师资培训 健全教师队伍
体系

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学校将
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纳入教师培训
计划，支持教师参加培训及技能
提升活动，提升教师的心理健康
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健全评价保障制度。学校把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纳入学科教
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引导每位
教师重视和参与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
化解心理危机 完善咨询服务
体系

加强心理咨询服务。学校采
用多种咨询形式向学生提供心理
辅导与咨询，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强化预防干预机制。每学年
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一次心理筛
查，建立新生心理健康档案，及时
制定干预方案和措施。

建立建档转接机制。每年做好
毕业生和新生心理档案的转接工
作，建立心理健康数据安全保护。
优化工作机制 强化平台保障
体系

推进心理健康中心建设。严
格落实教育部《中小学心理辅导

室建设指南》要求，结合学校教学
实际，每天向师生开放3小时。

发挥多方共育作用。学校构
建家校政社“四位一体”的心理健
康教育体系，实施家庭教育“三个
一”行动，每学期对家长开展1次
心理健康知识培训。

探索“医校”共建模式。学校
与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签订了

“医校”共建协议，每年邀请专家
到校开展教师培训、专题讲座等
活动，安排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
进校园活动。
彰显心理特色 打造心理教育
品牌

心理健康教育彰显特色。学
校是全国心理健康产教融合共

同体成员单位，山东省中职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单
位。学校连续四年获评“山东省
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
进单位”。

“医校”共建强化保障。“医
校”共建率先实施了中职学校与
专科医疗单位合作开展学生心理
帮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
新模式。

物化成果卓有成效。学校案
例获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节优秀
案例，心理健康教师连续四年被
评为“山东省中职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心理健康教
育课题立项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并顺利结题。

倾听心理声音 构建健康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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