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壹读·人物2018年4月22日 星期日

编辑：王建伟 美编：金红 组版：继红

本报记者 陈玮

在从事养老行业之前，巩
成坤的事业是从打扫卫生间开
始的。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到处
兼职保洁员：洗刷写字间的厕
所，收拾刚装修完的屋子，在
十几层高的楼上擦玻璃……
这些最底层的经历，让他明白
了服务业从业者应该怎么做，
也奠定了他从事养老服务业
的理念——— 重视细节，用心服
务。毕业两年后，他注册成立
了济南仁德家庭服务有限公
司，从保洁业务逐步拓展到了
养老。

他说，由于小时候的记忆，
他无法接受不孝顺老人的行
为。“在我们村子里，有位和善
的老奶奶，五个儿女都在本村，
她却一个人住着土坯房子。她
的眼睛不好，每次我去看她，她
都是一个人一步步地扶着墙挪
出来，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在我
脸上摸索，才能辨认出来。后
来，她独自死在家里却无人知
道。”这让巩成坤心疼得不得
了。“当时我的内心就有帮助别
人的冲动，尤其要照顾好这些
老人。”

2012年，巩成坤接手运营
一家老年公寓，他吃住都和老

人在一起，陪他们聊天、下棋、
活动，让每一位老人都感受到
像在家一样的感觉。即便有老
人发脾气，甚至破口大骂，他也
不反驳，他对护理员说，老人发
脾气，只是一种宣泄的方式，不
能因为老人的情绪影响护理老
人的质量。

单是做机构养老，巩成坤
认 为 是 不 够 的 ，因 为 按 照

“9073”的养老模式，97%的老
人需要在社区和家里养老。
2015年，巩成坤接到了日本第
一养老服务品牌日医集团的电
话，对方提出要与巩成坤在社
区养老方面进行合作。

“社区养老是连接居家养
老和机构养老的中转站，起着
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年，巩
成坤和他的团队承接了济南市
历下区燕山街道的长者日间照
料中心。在他看来，日间照料中
心不能做成单一的老年活动中
心，不能只提供一个麻将桌，一
个活动场地。

他把日间照料中心升级改
造，专门设置“无障碍护理区”，
接收有认知障碍的老人。“认知
障碍老人也叫失智老人，这在
很多老年公寓都是不收的，因
为这部分老人会带给家属很大
的负担。”

2017年，巩成坤将日照中
心升级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之
后，增加了老人的短期托养，失
智老人们就住在了中心，这对
于人员的护理服务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巩成坤认为，首先
要把“人”放在首位，让老人有
尊严地生活。比如吃饭要按照
老人的节奏喂食，按照老人的
喜好搭配餐饮，说话要蹲下，让
老人感到更加舒服。

“未来我们会重点做小型
化、多功能、嵌入式、多网点的
养老模式，品牌化、连锁化以后
管理将更方便。”巩成坤说，“他
愿意做个探索的人。”

“懂老人，才会真的爱老人”

““8855后后””在在社社区区建建养养老老综综合合体体

爷爷爷爷背背上上的的求求学学路路
孙女患病不能独立行走，他一背就是九年

文/片 本报记者 隋忠伟
刘涛

一天跑五趟学校
刮风下雨也没停过

今年14岁的何炎格，2005
年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疾病，
她不能走、不能独立活动，连最
基本的上厕所也要在别人的帮
助下才能完成。父母在她四岁
的时候就离婚了，再加上父亲
要外出打工，照顾何炎格的重
担就落在了爷爷和奶奶的身
上。

爷爷叫何志军，个子不高，
今年59岁。为了让孙女上学，何
志军坚持自己背着她去上学。
每天早晨七点，他背着孙女出
发，上午课间操的时候再开着
三轮来一趟，带孙女去洗手间
方便，中午放学来接她回家吃
饭，12点半送过来午读，下午放
学的时候再过来接她放学。

何炎格已经有近百斤了，
把坐在凳子上的孙女背上肩，
何志军已经有些吃力，需要借
助桌子的支撑才能站起来。“从
孙女上幼儿园开始就背她上

学，现在已经六年级了，整整九
年了。”何志军回忆说，九年来，
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从
没有停止过。

一路走来，祖孙俩也吃
过不少苦头。特别是冬天下
雪后，路特别光滑，容易摔
倒，有一次何志军不小心滑
倒，把何炎格摔倒在地上，他
心疼了许久。

无法外出打工
只能养鸡补贴家用

何炎格到底患了什么病，
至今也没查清楚。何志军说，他
一直带着孩子到处求医，光北京
就去了三家医院，都说治不好。
后来只要听说哪里有“神医”，不
管结果如何，他都会去试试。针
灸、药敷、理疗，他们用尽了各种
方法，耗尽了所有钱财，换来的
却是冰冷的现实——— 孙女何炎
格再也无法正常行走。

由于要照顾上学的孙女，
不能外出打工，为了赚钱补贴
家用，何志军和老伴养了两千
只鸡。眼下正是小鸡成长的时
候，需要定时喂食喂水，所以每
次把孙女送到学校后，他都得

急匆匆赶回家。“养的鸡都还
小，必须得精心照顾，怕鸡出现
问题，我晚上就住在鸡棚里。”
记者走进鸡棚，发现里面的味
道与温度都让人难以忍受。“那
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只鸡养半
年能赚10块钱，少一只就是少
10块钱啊。”何志军说。

好在何炎格比较懂事，理
解爷爷的不易，学习也一直保
持在班里前十名。“爷爷不仅要
背我上学，还要养鸡赚钱，我越
来越大了，身体也越来越重了，
每次看到爷爷背我吃力的样
子，我就很难受。”

令何志军感激的是，孙女
身有残疾，班里的同学对她照
顾有加。记者看到，他在背着孙
女走下楼梯时，学生们自发地
为爷孙俩让出通行道路。而在
吃过午饭将孙女送回教室时，
旁边的学生也会主动来帮忙，
把何炎格扶到座椅上。

在班里，帮助何炎格已
经成为了一项“规定动作”。

“今年夏天我们就要毕业了，
如果在初中我们分到一个班
级，我还要继续照顾她，还要
继续当她的‘双脚’。”何炎格
的同桌陈语涵说。

本报和山东福彩联合发起
的孝行齐鲁栏目继续征集孝心
故事，读者可通过woxinwen@
126 .com邮箱或齐鲁正能量公众
号，提供线索。

对于一个“85后”来说，时尚、前卫仿佛是他们追求的标签，而养老似乎跟他们有些距离。但巩成
坤却把养老做成了事业，并且在济南社区建立了养老综合体。巩成坤说，只有懂老人，才会真的爱老
人。养老不仅是硬件设备的升级，更是养老观念的转变，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曾经有一部叫《背起爸爸上学》的电影感动了无数人。在
日照市五莲县高泽镇，也有这样一个相似的感人故事，为了
让半身不遂的孙女圆上学梦，从幼儿园到小学，爷爷何志军
每天背着孙女去上学，九年来，风雨无阻。

爷爷身体还算硬朗，但背起近100斤的孙女已经相当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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