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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老糊涂了”
人到中年遇到“难题范本”

母亲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呢？
孙元金的记忆里，应该是2020

年。母亲的记忆开始倒退，常常忘掉
刚发生过的事情、刚说过的话。这种
衰老是不易察觉的，母亲总是笑着
说：“老了，忘事了。”

然而衰老一旦开始，就汹涌而
至。她的小脑出现了萎缩的迹象，家
庭和生活的回忆像墙上陈旧的漆皮，
正在从她的脑里一片片剥落。随之退
化的，是一系列的生活能力。因为忘
了关煤气和电，家里的锅和烧水壶一
年内换了好几个；出门忘记回家的
路，幸亏有好心人送到派出所。母亲
似乎也知道自己病了，她变得更加沉
默的同时，也更容易情绪爆发——— 爆
发脾气的举动，就是留下一句“我老
了，不中用了”，然后沉默地离开家，
想回曾经的山村老家去。

在又一次被派出所民警送回
后，孙元金想着，不能再让妈妈离开
自己的视线了。

作为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
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
表现为认知功能下降、行为障碍、生
活能力下降等，其导致的认知功能
退化比正常衰老更快，且不可逆。

这也就意味着，一人失智，全家
的生活都可能面临失衡。

父亲早在孙元金16岁时因车祸
去世，作为独生子，照顾母亲的压力
不可推卸地落在了孙元金肩上。

然而，困难显而易见地摆在眼前。
孙元金和妻子是双职工家庭。妻子在
金融单位上班，上下班时间固定；孙元
金是初一年级班主任，早上6点半上
班、晚上10点多下班是工作的常态。

不仅如此，家里有两个孩子，老
大明年高考，老二刚上一年级。上有
老，下有小，压力大，收入有限：他们
都是农村家庭出身，靠着读书一路
向前。虽然在城市里安了家，但家里
的日子并不宽裕。

这简直是人到中年的“难题范
本”：请护工的价格得一个月5000元以
上，这几乎相当于一个人的工资；辞
职回去照顾老人也不现实，毕竟还得
养家糊口；把老人送到养老院？考察
了几家养老机构后，孙元金和妻子都
下不了“狠心”——— 医生说，老人的情
况还没有特别严重，如果在家里做好
干预治疗，就能延缓病情进展。

更何况，一想到老人孤零零地
在养老机构里，夫妻俩就红了眼眶。

在辗转纠结了好多天后，孙元
金想了又想，还是走进了校长的办
公室。

校长亲自考察后批准
母子一起上班成独特风景

校长马勇的心里沉甸甸的。
为人子女，他对自己老师的困境

感同身受。他的母亲也患有阿尔茨海
默病，目前由父亲主要在照顾。但是
父亲毕竟年纪大了，他也是每天都牵
肠挂肚；但作为校长，让老师带着生
病的母亲来，可能会暗藏风险。

“万一老人和孩子起了矛盾怎么
办？学生家长反对怎么办？或者学生有
意见怎么办？再或者，万一老人在学校
里出了问题，这算谁的责任？特例的口
子开了，万一以后其他老师也提出解
决私人问题怎么办？”

纠结再三后，马勇决定亲自去

□郭春雨

孙元金，一位平凡的中学教
师，因每日携带着患有阿尔茨海
默病的母亲一同上班而成为媒
体关注的焦点。起初，我预想这会
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故事：在肩负
教学任务的同时，还需分心照料
患病的母亲。然而，亲身跟随孙老
师度过他的一天后，我意识到，深
沉的爱与坚定的责任感，才是一
个普通人能够坚定前行的力量
源泉。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
们往往被各种事务缠身，忙于追
求事业的成功与生活的丰富。在
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最基本的
家庭联系，如“常回家看看”或“打
个电话问候”，有时也会被忽略。
然而，孙元金老师的故事向我们
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在他
的生活里，工作与家庭不再是相
互排斥的选择，而是可以和谐共
存的两个方面。他的孝心和对家
人的陪伴，不仅没有因为工作的
繁忙而减少，反而得到了最大化
的实现和兼容。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
一幅充满责任感和同情心的社
会画卷。学校领导不仅展现了他
们的担当，更通过实际行动支持
着孙元金老师的不易之举。他们
理解并尊重教师的个人困境，提
供了必要的帮助和便利，使得孙
老师能够在照顾母亲的同时，保
持教学质量和工作热情。

同事们的友爱和互助精神
也是这个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他们没有因为孙老师的特
殊情况而疏远或忽视，反而主动
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在孙老师需
要关心母亲的时候，他们会主动
分担工作，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
进行。这种团队合作和相互支持
的精神，不仅减轻了孙老师的压
力，也增强了整个教师团队的凝
聚力。

此外，学生家长们的理解与
支持也是这个故事中不可缺少
的美好环节。他们认识到孙老师
的行为不仅是对家庭的负责，也
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家长们没
有因为孙老师带着母亲上班而
有所怨言，反而给予了更多的理

解和鼓励。他们的宽容和支持为
孙老师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也为孩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教
育他们学会尊重和关爱他人。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
的生活常常被各种任务和责任
填满，有时甚至难以抽出时间来
呼吸。然而，孙元金老师的故事提
醒我们，即使在压力之下，我们仍
然可以追求生活的平衡与情感
的温暖。我们可以在繁忙的日常
中，不忘给予家人关爱和陪伴，同
时，我们也可以将这份关怀延伸
至社会，通过我们的行动和选择，
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和谐、充满关
怀的环境。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拥有
一支神奇的画笔，它等待着我们
用最真诚的心去挥洒。正是我们
各自独特的色彩和笔触，赋予了
生活这幅画卷以生动与绚烂。让
我们以爱为颜料，以关怀为笔触，
在人生这幅广阔的画布上绘出
自己最温馨的图案。携手合作，我
们能够绘制出一个洋溢着勃勃
生机、充满活力的社会美景，让每
一个角落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考察。
“我到了孙老师家里，当时看到

这位老人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位老
人很善良。”作为干了十几年的一线
教师，马勇见到孙妈妈的第一眼，就
知道这是位善良、和气的老人。

“老人安静，胆子也很小。看
到我，就给我倒水喝，坐在旁边不
说话。”在考察交谈后，马勇决定
让孙老师带着母亲来上班。

压力，肯定有。但是当校长，
就得顶得住压力，顶得住风险。更
重要的是，马勇觉得，让老师心情
舒畅了，才能更好地教学。同样，
教学更好，才能让学生更好，学校
整体更好。

就这样，“带着妈妈上班”，成
了学校独特的风景。

学校里，孩子们对老人从最
初的好奇发展到知道情况后的友
善相待。见到她就喊“奶奶好”；上
课时，同事们有空都帮着照看老
人，老太太的友善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认可；家长们都觉得这是个
好事：有这样能够言传身教的好
老师，还要挑剔什么呢？

校长马勇也很高兴。虽然自己
同意让孙妈妈来学校，但开始还是

暗暗担心，并且“暗自观察”了好一
阵：老人的到来，不仅没有对正常的
教学秩序造成任何影响，还让学校
的风气更好，教师们对学校的认同
更高，孩子们学习了孝道。这不就是

“成人达己”的体现吗？
更好的转变是，孙妈妈一直

觉得自己是在学校“上班”，干保
洁员的工作。在找到认同感后，老
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从最初
到学校里怯怯地坐着，到能跟孩
子们打招呼、和老师们简单交流，
这个遗忘了很多事情的老人，开
始重拾笑容。

从一开始的忐忑到如今的融
入，孙元金和母亲都发生着变化。

“学校对于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
我工作的地方，更像是我的家，因
为我妈都在这里了。”孙元金说。

工作异常忙碌
能照顾母亲让他很知足

孙元金觉得自己特别知足。
工作顺心、同事和睦、夫妻恩

爱、孩子健康，日子没有大富大贵，
但是和和气气、平平稳稳，母亲能得
到照顾，最大的心病也就解决了。

这样的日子，让人觉得真有
奔头。

“我得更努力回报学生，回报
学校，回报社会。”早上6点半，作为
班主任，孙元金就到学校陪着学生
跑操、上早自习；早上看学生吃过
早饭后，抽空把母亲接过来。自己
上课时，就让母亲在走廊上擦擦窗
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卫生工作；
中午带着母亲在食堂吃饭，母亲休
息一会儿，自己去看学生午休，下
午上完课，儿子放学后来找孙元
金，辅导完孩子作业，妻子6点半下
班，来接婆婆和孩子回家。等处理
完学校的一系列工作后，孙元金
回家经常是晚上10点多。

一整天十几个小时的忙碌，
孙元金却觉得很高兴。

现在唯一还让他觉得有点焦
虑、有点不好意思的事，就是自己

“带妈妈上班”这件事“火了”。
被济南市教育局作为孝道的

代表宣传后，孙元金的故事很快
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转发
和点赞。不少媒体都来采访。面对
记者和镜头，孙元金觉得不好意
思，也有点不可思议：“我照顾我
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美好画卷，众人一起绘就

葛采访手记

从去年10月份开始，
45岁的孙元金就带着71岁
的妈妈上班。

孙元金是山东师范大
学大学城实验学校（长清区
第二初级中学）的一位教
师。他上课时，妈妈就在走
廊上擦窗户；他批作业时，
妈妈就在旁边安静地坐着；
他开会时，妈妈在会场外面
等他；他下班后，有时候妈
妈跟着他，有时候他牵着妈
妈，母子俩一起回家。

妈妈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作为独生子，在母亲的
照顾问题上，孙元金别无
选择——— 幸运的是，这是个
有爱、友善、温情的故事。在
这个故事中，孝心的孩子、
担当的校长、友善的同事、
可爱的学生，还有许许多多
散发出善意的人们。在所有
人的善良和努力中，故事的
走向被重新书写。

孙金元在办公室辅导学生，妈妈在一旁看着面带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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