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太太含泪挽留志愿者
本报组织20位志愿者走进向阳养老服务中心，陪老人唠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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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慧晨 实习生 陈震
报道

qlwbjhc@vip. 163 .com

本报3月5日讯 住着只有几平
方米的房间，每天只与广播里传出
的声音为伴，有需要时按动呼叫
铃，护理员就会赶来照料。在向阳
养老服务中心里住着30多位这样的
老人，仅有的几位护理员每天都要
忙着照顾老人们的生活，几乎无暇
陪老人聊天。3月5日，本报记者和20

位志愿者走进向阳养老服务中心
看望了那里的老人们。

“别站着，快坐下来。”老人热情
地招呼志愿者，看到有人来，不少老
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我喜欢看还
珠格格，紫薇不应该怀疑尔康喜欢
晴儿，尔康只喜欢紫薇。”一位老人
拉着志愿者的手与他们聊天。志愿
者孙女士说，人老了就像孩子一样，

需要照顾，需要哄，她们要求不高，
陪她们说说话就会很高兴。

向阳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李
柠说，这里住着30多位老人，两组护
理员每天24小时不间断照顾老人。他
和妻子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每
天从凌晨4点多要一直忙到晚上九、
十点。李柠说，每天早晨起来后就要
为老人们洗脸刷牙，再给老人们做
早饭，老人们能接受的饮食方式不
同，饭也要区分开。此外，还要为老
人们换尿不湿等等。“工作很杂，护
工又不好找，人手很紧，护工几乎没
时间陪每个老人聊天。”李柠说。

“老人们操劳了一辈子，老了更
需要照顾。”烟台大学人文学院中文
2011级1班的十几位同学一起来看望
了老人。“老人看到我们来很高兴，都
拉着手不让我们走。”志愿者安娜说，
一位92岁的陈老太听到志愿者们要
离开时，紧紧拉住志愿者的手，含着
泪说不让他们走，还掀开被子准备下
床“阻挠”。安娜说，他们已经与李柠
交换了联系方式，以后会利用课余时
间组织同学们来陪伴老人们。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何必
丽 报道

本报3月5日讯 不仅关注在
校生，还为已毕业的校友操持。5日
中午，烟大机电学院为已毕业患
白血病的校友石娜募捐，不少同
学得知后没吃午饭就赶来捐款，
截至傍晚共募集了3 . 6万元善款。

5日中午，在捐款活动现场，赶
来为老校友献爱心的学生排起了
长队。机电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的成员们忙碌地登记着来捐款的
同学信息。志愿者李闯说，登记只
是为以后有迹可查，但有好多同
学不愿透露全名，只留下了姓氏。

“这些是我们宿舍的同学叫
我一起带过来的，不多，就是一点
心意。”一位连午饭都没来及吃就
赶过来的男生不好意思地说。当
记者问他姓名时，他连连摆手后
就匆匆离开了。

据了解，石娜老家在湖南，2012

年从烟台大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东
华大学的研究生，但今年1月17日突
然被检查出急性白血病。石娜大学
时候的老班长林祥亮了解到，石娜
手术及后期的排异治疗需要六七十
万元的费用。而石娜的父母都是普
通农民，哥哥疾病缠身没有劳动能
力。虽然东华大学为她提供了一半
的手术费，但剩下的部分对于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来说仍不是小数。

当天晚上林祥亮就联系了石
娜大学时的导师曲老师和团委郭
老师，想借助母校的力量给石娜
一点帮助，仅以前班上的同学就
捐了1 . 6万元。

目前，石娜身体还很虚弱，暂时
不能接受化疗，需经过3-4次化疗以
后才能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而能与
石娜匹配的骨髓现在还在寻找中。

此次募捐活动，烟大机电学
院的师生们一共筹集善款3 . 6万
元。团委郭老师打算立即将钱汇
给华东大学团委，请他们代为转
交到石娜一家手中。

午饭都没吃

就赶来捐款

□记者 侯艳艳 实习生 赵
颖 报道

本报3月5日讯 3月1日，
本报报道了大三学生高光民被
出租车压伤脚，因无钱医治无
奈停药的事情。报道发出后，近
20名市民致电记者希望为小高
捐款，为此小高亲笔写了一封
感谢信，通过本报表达对他们
的感谢。

22日，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的
大三学生高光民刚从老家曲阜
坐车返回烟台，就在汽车总站附
近被出租车压伤脚。由于出租车
司机无钱为小高治疗，小高家中
也无力承担医药费，小高在医院
输液3天后被停药了。

经本报报道后，一位老先生
到烟台山医院，把2000元现金交
给高光民后，没有留下姓名和联
系方，转身就离开了；61岁的冯

女士亲手将500元现金交给记
者，表达了对小高病情的关心，
称这笔钱不是借给小高的……
在多位热心市民的帮助下，2日上
午，小高就恢复了输液治疗，并凑
齐了基本医药费。至今，记者和小
高仍会接到热心市民的电话，他
们都希望为小高分担些医药费，
但这都被小高委婉拒绝了。

4日，小高特意书写了一封
感谢信，信中表达了对各位好心

人的谢意，他写道：尊敬的爷爷、
奶奶、吴伯伯、王伯伯、姜叔叔、
冯阿姨，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
你们资助给我的钱已全部收到，
医药费补上，正在治疗中，希望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放心。对我
的恩情，小高一定会牢记在心
里，不辜负恩人们的期望。待身
体康复，小高一定把钱还上，再
次感谢所有好心人并致以最诚
挚的敬礼。

格追踪报道

医药费已凑齐 婉拒再捐款
高光民写来感谢信，称身体康复后一定把钱悉数还上

花白的头发稍微有些蓬乱，
虽然脸上满是皱纹，眼睛却炯炯

有神。牙齿脱落，双唇在不停地
做着咬合动作，仿佛在说着什
么，右手食指先指着自己，又指
向面前，焦急地来回比划着。记
者刚进门就被一位盘腿坐在床
上的老人的动作搞迷糊了，记者
走近老人，老人的动作却变得更
加焦急了。“是有人挡住她看电
视了。”护理员向记者翻译道。

志愿者坐在老人身边与老人
聊天后，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伸
手拉住了志愿者。老人叫朱兰清，
今年92岁了，眼不花腿但耳背，志

愿者只能写字与她交流。
朱老太伸出手掌比划着说，

她的几个孩子每天都会轮流来
养护中心给她送饭。“孩子上班
忙不过来。”朱兰清老人说，她自
己在养护中心住了4年，子女很
孝顺，她在这里感觉很幸福。

“哆来咪……”当看到志愿
者在本子上写出“在养老院快
乐吗？”的时候，朱老太突然就
哼起了歌。她说她会唱京剧还
会跳舞，“儿女来看我，我就唱
给他们听。”朱老太说，现在腿

疼站不起来不能跳舞，但是唱
歌还行。

不一会，朱老太的儿子来看
望她，她从枕边摸出一个小玩
具。“你看它笑了。”朱老太拿着
玩具爱不释手。朱老太的儿子
说，他经常来看望老人，给老人
送来报纸，陪她聊天，这个玩具
就是他送来的。“老人老了，在家
里不能全天照顾，送到养老中心
比较放心，我们每天都轮流陪
她。”朱老太的儿子说，人老了就
像孩子一样，需要多哄哄。

今年92岁的陈老太自己住
在一间屋子里，不足10平米的
房间，放进一张单人床后只剩
一个狭窄的过道，陈老太正挂
着吊瓶，有需要就按动床边的
呼叫铃招呼护理员。

“活着没意思。”陈老太躺
在床上跟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中文系2011级1班学生说着自
己的生活经历，低沉的声音时

断时续。“是别人家闺女送我
到这来的。”陈老太说，她年轻
时与丈夫分开，一生无儿无
女，是丈夫跟别人生的女儿把
她送到养护中心的。陈老太告
诉记者，每到逢年过节看到其
他老人的子女来养护中心的
时候，她心里就很难受，她最
怕过节。

“觉得生活没意思，想早点
离开人世。”烟台大学的童同学
说，老人一只眼失明，另一只眼
几乎看不清东西。“她摔倒过3

次，腰都摔断了。”童同学说，老
人最近腹泻，一直挂着吊瓶，只
能喝点稀饭充饥。

到了午饭时间，志愿者们
准备离开。这时陈老太紧紧拉
住志愿者的手，含着泪说不让
他们走，还掀开被子准备下
床。“老人们操劳了一辈子，现
在就需要更多尊重，我们已经
与负责人说好，以后会利用课
余时间来这里陪伴老人们。”
烟台大学的刘宏祥说。
记者 蒋慧晨 实习生 陈震

老太太耳背，志愿者写字陪她聊天

92岁单身老人太孤独，她最怕过节

格现场花絮

朱老太耳背，志愿者写字陪
老人聊天。 记者 李泊静 摄

提到子女，92岁的陈老太
流下了眼泪。记者 李泊静 摄

有人陪着聊天，老人们都很开心。 记者 李泊静 摄

无论你是想帮助他人的爱心人士，
还是你需要爱心救助，都可以和我们联
系。我们愿意在这里汇聚爱心力量，搭
建公益平台，传递“烟台正能量”。
公益热线：15264520357 1861500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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