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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老人聊聊天，让他们不寂寞
本报“公益服务月”第二期活动走进烟台市芝罘社会福利院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李大
鹏 张琪 齐金钊 尹海涛 王
晏坤 宋佳) 16日上午，本报记
者、齐鲁志愿者烟台服务队、烟台
市慈善总会情暖万家服务队和烟
台市青少年宫小志愿者近百人共
同参与本报“公益服务月”第二期
活动，大家来到烟台市芝罘社会福
利院为老人献上了精彩的才艺表
演，还为老人提前送上了月饼和祝
福。

16日上午9点半，在福利院工作
人员的安排下，每位老人至少由两
位志愿者陪伴，有的和老人聊家常，
有的给老人理发、刮胡子。在老人活
动室里，志愿者和记者还为老人表
演了唱歌、诗朗诵、京剧和武术等才
艺，博得老人们阵阵掌声，有位老人
兴起还唱了段京剧。

烟台市慈善总会情暖万家服务
队的义工杨坤虎还自费买了月饼，

提前给老人送上中秋节祝福。烟台
大学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的大三学
生苏荣坤唱了一曲京戏《浑身是胆
雄赳赳》，烟台市青少年宫小志愿者

张珂宇不甘示弱，一人就表演了诗
朗诵、唱歌、京剧三个节目，每个节
目都让人拍手叫好。小志愿者岳小
天还为京戏配上了武术表演。

很多老人看见志愿者和记者
后，话匣子就打开了，讲讲自己的
人生故事，谈谈自己的人生感悟，
让志愿者和记者对生命和志愿服

务有了全新的感悟。
因为老人们中午11点要吃饭，活

动不得不结束，大家最后都很舍不
得，本报记者和志愿者今后也会继续
走进福利院，多陪老人们聊聊天。

据统计，齐鲁志愿者烟台服务
队中有律师、大学老师、军人、公司
职员，也有出租车司机、按摩师等
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目前已有
200多名志愿者报名参加，举办大
型公益活动9次。

在《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创刊
5周年之际，我们需要更多的热心
读者和爱心人士加入到齐鲁志愿
者烟台服务队，一起为港城增色添
彩。

如果您是律师，请加入我们，
为市民提供法律咨询；如果您是医
生，请加入我们，为市民进行义诊；
如果您是大学生，请加入我们，为
孩子们当义务家教……只要您有
爱心和技能，我们将提供广阔的舞
台，实现您的人生价值。

报名参加可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0535-6879065或18660095701，也
可通过《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新浪
官方微博 ( h t t p : / /we i bo . c om/u /
1886899723)报名。

格花絮

“等着给儿子看看我的新发型”
“头剪得不错，胡子也刮了，感

觉整个人都精神很多。”烟台市慈
善总会情暖万家服务队的义工余
芝为86岁的于澄老人剪完头后，于
澄老人挪到镜子前，颤微微地摸着
自己的头笑着说，“等着给儿子打
电话，来看看我的新发型。”

这时，临床83岁的王秀君老人

有些坐不住了，着急地问什么时候
轮到她。余芝听后，拿起剪刀为老
人剪起头发。剪完后，余芝扶起王
秀君老人要她照镜子看看是否满
意，王秀君老人慢慢地摸了摸剪完
的头发说，她看不见剪成啥样，但
是想想心里就觉得美。福利院工作
人员悄悄地告诉记者，老人视力不

行，什么都看不见。
王秀君老人摸着头发问，美不

美？房间里的志愿者被老人乐观的
心态感动着，连连称赞，“美，真的
很美……”

在16日上午，余芝共为10多名
老人剪了头发，她说，想趁现在自
己能动弹多为老人们做点事。

“趁着年轻多做些事情”
记者在福利院见到王立光老

人时，她正安静地坐在床上。和
老人聊天时得知，她当了一辈子
兵，说起年轻时候的事，老人话
多了起来。“我在4 0 7医院工作了
一辈子，每到有文艺表演都能看
到我的身影，唱歌、跳舞我都很
擅长。”王立光老人已8 2岁高龄，

老人告诉记者，现在由于眼睛看
不见，想出去走走、晒晒太阳都
力不从心。

据老人说，她有两个儿子和两
个孙子，家人们对她都很好，无奈
工作太忙无暇照顾，不得已把她送
到了福利院，“在这里挺好，安静自
由，护工们照顾得也很好。”虽然老

人说得很轻松，但是记者从老人眼
中看出老人似乎想说的话太多，很
渴望和人聊天解闷。

和老人告别时，老人的一句
话让记者体会到晚年那种对生命
的珍惜。“趁着年轻能动弹，多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省得到老了后
悔。”

“女儿说中秋节会来看我的”
再过两周就是陈唐英老人78

岁生日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陈
唐英老人平时不爱说话，希望记者
陪老人聊聊天，看能否打开老人的
心结。看到记者的到来，老人脸上
绽放出笑容，因为已经好长时间没
有人来看望她了。在与老人聊天的
过程中，老人说：“虽然福利院挺好

的，但是还是想回家。”
在福利院里，每位老人的房

间 都 被 工 作 人 员 称 作 老 人 的
“家”，而这个“家”在陈唐英老人
眼里虽然干净舒适，吃喝定时，
但 老 人 似 乎 不 热 衷 于 这 样“ 清
闲”的生活。老人说自己年轻时
在家从事裁缝营生，靠这供两个

孩子读了大学，“直到 7 0岁时才
不再做了”。

当吃到义工杨坤虎送来的月
饼时，老人竟然眼含泪花，激动地
说，“已经是八月十五了？女儿说来
看我的，怎么没来呢？”当听记者说
中秋还没到，这是提前送来的月饼
时，老人才恢复了平静。

格记者体验

16日一早，记者和其他志愿者
一起来到福利院，在了解完福利院
的情况和工作注意事项后，大家各
自分工开始自己的工作。

在福利院7号楼2层的一个房间
里，宋大爷正半躺在靠窗的床上，初
秋的阳光洒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宋
大爷的精神看上去很好，但由于受脑
血栓后遗症的影响，说起话来有些含
糊。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宋大爷今
年92岁了，以前当过兵，受病痛折磨
意识时而模糊时而清醒。

通过交谈得知，宋大爷老家是威
海文登的，年轻时参加过淮海战役和
渡江战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退伍
转业。现在由于年老和疾病，一天里
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床上度过。

在聊天中，这位老人的谈兴一直
很浓，碰到记者听不清的时候，几次
抓住记者的手，耐心地一遍遍重复着
自己的话。在老人时断时续的话语

里，老人当年的青春记忆和历尽沧桑
的人生感悟仍历历在目。

在志愿活动最后，记者为老人
们演唱了一首《快点告诉你》。在演
唱过程中，老人们脸上洋溢出灿烂
的笑容，并合着节奏轻轻为记者打
起了节拍，这也让记者很快从刚开
始的紧张中放松下来。

经过一上午的时间，志愿活动
在匆忙又充实中接近了尾声。在与
老人的接触中，记者们不止一次地
被感动，有对那些常年参与志愿服
务志愿者的敬佩，有对历尽沧桑的
老人们人生感悟的触动，还有对生
命的思考和志愿服务真切的认识。

志愿服务精神的传播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这次志愿活动仅
仅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
里，《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将和所
有的志愿者手拉手、心贴心，让志
愿服务的光芒照亮更多的角落。

烟台市慈善总会情暖万家服务队的志愿者余芝特意带来理发工具为老人理发。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82岁高龄的王立光老人和记者聊起了很多自己年
轻时候的事。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志愿者为老人送来月饼，老人开心地分给大伙吃。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看到这么多志愿者的表演，福利院的老人也即兴
来了一段演唱。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志愿者在福利院与老人们合影。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志愿服务更像一次全新的学习 本版由本报记者李大鹏
张琪 齐金钊 尹海涛 王晏
坤 宋佳撰写


	J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