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十几位老人的晚年幸福

她在农家大院里撑起一片天
本报记者 李沙娜 嵇磊

为了500元，哭了一下午

然而，开办幸福院并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看房子、跑手
续……每个环节都需要侯凤
芹亲历亲为。她说，最后决定
选择了一个较偏僻，费用较低
的农家院开办这家幸福院。

侯凤芹细算了一下，开办
幸福院需要 8 0万元。为了筹集
资金，侯凤芹拿出了全部的积
蓄 6 0 万 元 ，又 用 房 子 作 为 抵
押，从银行贷款10万元。2011年

1 1月 2 5日，这天是侯凤芹最激
动的一天，靠着一股韧劲，幸
福院终于开业了。

幸福院的成立只是一个
甜蜜的开始，在往后的日子里
不同的困难也接踵而来。侯凤
芹说，对家庭特别困难的老年
人要免收入院费，有的老人要
减半收取费用，幸福院经常是
入不敷出。

“今年的正月初五，我整

整哭了一下午。”说到这儿，侯
凤芹眼圈发红，落下了泪水。
她说，当时，一名老年突然住
院，需要缴纳 2 0 0 0元的费用，

“我只有1 0 0 0元，当时急坏了。
外面刮着呼呼的风，我只穿着
件羊毛衫就骑着自行车到处
找朋友借钱去了，但只借到了
5 0 0元。最后，跟医院说尽了好
话 ，医 院 才 勉 强 让 老 人 住 了
院。”

为了能让更多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东营市河口区仙河镇40

岁的侯凤芹用自己半辈子的积蓄组建了一个农家大院———“幸福院”。
在这里，生活着十几位老人，他们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脑血栓病人、90多
岁的孤寡老人、80多岁的空巢老人……“爸爸妈妈”与“闺女”之间的嬉
戏声、欢笑声令人羡慕。

投入的太多，却一直没收入

说起侯凤芹自办敬老院的
投入与盈利，她有点难为情。她
说：“办敬老院最初的投入是自
己的积蓄外，现在有时候老公的
工资还拿过来补贴，一直没有盈
利过，也曾想过放弃，但想到老
人无人照顾，就默默告诉自己一
定要坚持。”

为了维持老人们的经济开
支，侯凤芹把家里的钱几乎都拿

到了幸福院，“老人的一日三餐
都是按照食谱来做的，不能有半
点马虎。”侯凤芹每天进进出出
忙碌的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有
每位老人的身体健康问题。“每
天晚上睡觉前挨个房间看看老
人们有没有需要的，特别是生活
不能自理的老人，虽然有护理员
照顾，但是我每天亲眼看看心里
才踏实。”侯凤芹说。

侯凤芹在这些老人面前可
以说问心无愧，但说起自己作为
妈妈，让她觉得很不称职。“幸福
院每天的开支不少，女儿中考前
想上培训班都因为没钱不得不
自己在家学习。大姐看着心疼，
把女儿接回了临朐老家。”侯凤
芹边说边擦眼泪。侯凤芹说，既
然选择了这条道路那就要走下
去，哪怕再苦再难。

为照顾老年人，决定建养老院

侯凤芹从小就热爱医生这
个职业。“小时候，看人家穿‘白
大褂’很羡慕。”她告诉记者，为
了能够从事医疗行业，1988年她
考上了卫校，毕业后在临朐的一
家医院工作，90年代通过考试来
到了河口的一家医院工作。

1998年，侯凤芹在河口区仙
河镇开了一家小诊所，由于经营
有方，诊所的生意逐日红火。就

在这时，侯凤芹决定拿出自己的
积蓄，开办“幸福院”，照顾生活
上无依无靠的老年人，让他们安
度晚年。

“我从2006年开始，有了开办
幸福院的想法。”侯凤芹说，在开
办小诊所的时候，一些残疾、孤
寡老人，测血压都要跑很远的
路，非常不容易。所以她就想尽
一份力，好好照顾这些需要帮助

的老人们，让他们享受更好的生
活。

当侯凤芹把想法说出来后，
遭到了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给
了侯凤芹当头一棒。

“每个人都有年老的时候，
都需要照顾，等我们年老的时
候，会有更多有爱之人来温暖这
个社会。”侯凤芹的话，感动了丈
夫，也增加了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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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凤芹自己出资在老人们的房间里装上康复设施,帮助老人锻炼身体.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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