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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走遍22家敬老院
心中依然留下遗憾

曹万平今年37岁，是一名
高级修脚师，自己开了一家曹
氏修脚店。可一到周日店里生
意最好的时候，这位老板却不
在店里，而是在敬老院里为老
人义务修脚。

如今，他是章丘义工协会
的一员。“我的客人中老人居
多，有儿女在身边的老人平日
修脚次数不多，那些敬老院的
老人更是少有机会，他们肯定
需要有人为他们修脚。”最初曹

万平的好心遭到了不少阻力，
但他一坚持就是四年。

周日是协会的活动日，每年
章丘义工协会都会走遍章丘区
内的22家敬老院，为老人们表演
节目、包水饺、剪指甲、理发等。曹
万平自然是承担了修脚任务。

大部队八点半在敬老院集
合，他总是提前出发，七点就到
敬老院。为老人脱鞋、打水泡
脚、洗脚、修脚……为一位老人
修脚，他要花上二十分钟。四年
来，他走遍了章丘22家敬老院。

章丘枣园敬老院的彭道
芝，是113岁的老寿星，也是济
南最长寿老人。2016年12月，曹
万平自行去枣园敬老院为老人
修脚，才得知一个月前这位老
人去世了。曹万平曾为她修过

三次脚，心里很难受：“我去晚
了，很惋惜自己没能在她走之
前为她修次脚。”

相依为命的母子俩
从不信任到当亲人

王氏母子是章丘区官庄街
道常三行村人，母亲年近七旬，
儿子今年49岁，智力障碍，母子
俩相依为命。老人常年患病，卧
床二十年终于站了起来，可她
的老伴却因劳累和营养不良离
开了人世，生活又一次给了大
娘沉重的打击，她的精神也经
常出现恍惚。“我不能死，我死
了就没人照顾儿子了。”她靠着
这个信念，坚强地活着。

宋桐今年47岁，2011年3

月，他与董志国、王绍辉、宋爱
民等人组建了章丘义工协会。
2014年，宋桐一行在常三行村
走访时发现了这对母子，“没想
到他们家情况这么差。”

最初大娘并不相信这些穿
红马甲的人会真帮她，认为只
是走个形式。到了那年中秋节，
宋桐一行带着面粉、大米、食用
油和慰问金再次走进她家时，
大娘终于信了。现在，大娘已经
把他当成了亲人，总是拉着他
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2016年11月27日，宋桐一行
五人再次来到王氏母子家中，这
次他带上了一件棉衣。老人看着
自己的儿子穿上了新棉衣，高兴
得哽咽起来。“今天又见到了令
我牵挂的母子俩，老人没有棉

裤，下次走访一定要给她带去！”
宋桐在章丘义工协会的贴吧里
这样写道。章丘义工协会成立以
来，共资助贫困户六百余户，折
合资金近二十万元。

100多道弯的冰雪山路
怕受助人失望坚持走访

周日也是章丘协会的固定
走访日，本是闲暇休息的周末，
章丘义工会走访敬老院、看望
协会帮助的残疾人士、贫困生
和贫困家庭、捡拾垃圾。

2016年1月17日，作为高寒
的官庄南部山区气温在-9℃
左右，路面铺上了一层白白的
雪粒，树枝上挂满了冰条。这
天，章丘义工一共分成六组，分
别走访，义工张继亮一组来到
了官庄南部山区。

残疾人徐先生住在山上，他
的家和山脚隔着蜿蜒的山路和
一道苍岭屏障，心想天气这么恶
劣，义工们肯定不会来了。可近
11点时，一辆车停到了他家门
口，下来四位穿红衣服的人，拿
着米、面、油和慰问金来看望他。

从山脚到山上，有一百多
道弯。面对湿滑的山路，张继亮
有些犹豫，但想到之前与徐先
生的约定，还是下决心上路了。
多亏开车的程江涛师傅已有二
十年驾龄，他们安全走访了五
户，最后来到徐先生家中，一一
兑现了与受助人的约定。义工
们走时，徐先生和他母亲一遍
遍叮嘱：“下岭道路不好走啊，
你们千万要慢点开车！”

章丘义工协会服务弱势群体多年如一日

最最初初，，老老人人并并不不相相信信会会真真帮帮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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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
青年志愿者协会、齐鲁晚报、山
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共同发
起的“优秀齐鲁志愿者”评选活
动，面向齐鲁志愿者群体，评选
优秀个人和优秀团队。活动在齐
鲁志愿者中引起广泛反响，他们
纷纷报名参评。今天，让我们走
近济南章丘义工协会。

章丘义工在为敬老院的老

人包饺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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