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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26日上午，一位来虞
城县木兰文化公园散步的七旬老人迷失
街头。虞城县城市管理局城管新城一大
队城管队员发现后，忙将冻得瑟瑟发抖
的老人扶上车，经过耐心询问，将其安全
送到了家中。

12月26日上午9时40分，正在至诚
五路巡查市容市貌的城管新城一大队大
队长李东亚，城管队员刘威、丁中华、朱
佰省、袁国良，发现一名老人在路边徘
徊，冷得直哆嗦，便上前进行询问。

老人说，她叫王爱玲，今年72岁，去
木兰文化公园散步后忘记了回家的路该
如何走。由于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太好，
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怎么也找不到
回家的路了。走到至诚五路一便民超市
店前时，他看到有城管队员在整治市容
市貌，想上前求助，可看到城管队员一直
忙着治理出店经营，又不好意思上前打
扰。

看到老太太冷得直哆嗦，虞城县城
市管理局城管新城一大队大队长李东亚
立即安排队员把老人扶上车。李东亚在
车上耐心询问了老人家的住址和联系方
式，老人说出了一个电话号码，却一直打
不通。

由于老人记不清家住的地方，城管
队员便问他住处周边有什么明显的建筑
物，老人经过回忆后说，他家住的地方附
近有一家医院，并且医院旁边还有一个
超市。虞城城管队员通过搜索，初步判
断老人所说的地方可能在庐山路中医院
附近。当虞城城管队员说出庐山路路名
后，老人似乎突然想了出来，高兴地说就
是这个地方。

随后，大队长李东亚安排司机开车
一起将老人直接送回了家中。当几位城
管队员把老大娘送到家门口时，他女儿
刘女士正在家和面，中午包水饺。刘女
士非常感谢城管队员把老人送回家，老
大娘也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城管队员们
临走时，老大娘握住他们的手连声表示
感谢，要留城管队员在家吃水饺，被城管
队员婉言谢绝了。

在此城管部门提醒大家：家中有上
年纪的老人，最好不要让他(她)单独出
门，尤其是雨雪天气，尽量陪老人外出。
对于单独出门的老人，最好在其身上放
置一张家人联系方式，上面写明老人的
姓名、住址和家人的联系电话，一旦老人
走失，方便联系。

（闫美利）

有人说，百善孝为先。奉养老人，
是身为子女最基本的责任。有人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经过岁月的洗涤
与沉淀，他们凝聚的都是人生的精
髓。还有人说，老有所养，幼有所依，
我们的社会才算是安定，生活才算是
幸福。

所以，为了担起生而为人的责任，
为了留住时光的财富，为了让我们的
社会更加稳定而美好，有这样一个平
凡而又伟大的女人，撑起了一方天地，
给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提供了避风
的港湾，让他们能够享有健康而安宁
的晚年。她就想打造人性化管理，家
庭式养老的模式。她就是福寿堂老年
公寓的创办者——李秀梅。

福寿堂老年公寓，位于黑龙江省
通江镇北小区，从镇政府往南走上二
百米即可到达。在这座干净整洁、宽
敞明亮的公寓里，住着许多情况特殊
的老人，无论是无儿无女的独居老者，
身染重症的病患，还是有着肢体缺陷
的残障人士，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属
于他们的，家的温暖。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老人们的生
活，真正走入老人们的内心，李秀梅系

统地学习了相关的护理知识，并且深
入研究了老年人的心理。她知道，只
有努力学习充分的知识，获得足够的
能力，才能保障这些家人们的健康与
快乐，让他们真正地百岁无忧。

对于李秀梅来说，照顾这些老人，
就像照顾自己的亲人，福寿堂的存在，
并不是单纯地为这些老人提供吃住的
条件，而是从心的层面，用爱的奉献、
亲情化的管理，给老人们一个家，所以
她了解并记得每一位入住的老人，知
道他们的喜好，清楚他们的脾气，明了
他们的需求，她会亲自为他们剪指甲、
洗头洗脚、给伤口上药，耐心地照顾到
每一个细节，为他们准备最适合老年
人的健康膳食，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这
些老人被孤独和疾病伤害的内心，与
身体一同康复，才能让他们的生活更
加宁静恬淡，向阳而生。

立下志向是简单的，而付诸行动
总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李秀梅在
福寿堂的日子，也不是一开始便能够
得心应手、顺风顺水。福寿堂的第一
位住户杨大爷，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
理，许多事情都需要李秀梅亲身照顾，
作为一名女性工作者，李秀梅最开始
有过心理上的顾虑，但随着数年如一
日的精心照顾，杨大爷对她来说早已
是真正的亲人，最初的顾虑也早已消
融。这位大爷如今仍然住在福寿堂公
寓，虽然生活诸多不便，但他的坚强与
乐观一直在感染着李秀梅，让她更加
坚定了自己照顾老人的信念，也更加
体会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我们都说，人会随着岁月的流逝
而成熟，但有时候，上了年纪的人脾气
反而会越来越像是小孩子，有些老人

身有顽疾却不想遵医嘱、不愿戒烟酒，
甚至彻夜不眠，这时候李秀梅的角色
又仿佛是严厉的师长，苦口婆心地劝
导，全面严格的监督，甚至嘱咐周围的
商家断了这些“违禁品”的来路，为了
让老人们少生病、少受苦而操碎了
心。在她的劝管下，很多老人的身体
状况发生了奇迹般的好转，与刚到福
寿堂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有时候，福寿堂也会迎来一些特
殊的住户，像是无家可归的那大爷，因
为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而被其他收
容所、养老院拒收，李秀梅当初也迟疑
过，毕竟收留他就存在一定风险，但她
的初衷就是给弱势群体一个家啊，所
以她最终毅然决定将那大爷留在了福
寿堂，让他重新有了亲人，有了家。除
了老人，福寿堂还会收留一些由于其
他原因无法照顾自己的住户，例如一
些自闭症患者、智力障碍患者，李秀梅
对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深深关切，努力
地改善他们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真
正地融入这个家庭、融入这个社会，让
生活少一些痛苦，多一些阳光。

老人们不只是福寿堂的住户，也
是李秀梅的家人，他们可爱的一面也
都被李秀梅记在心里，如数家珍，会乖
乖坐在门口等着她给剪胡子的老爷
子，八十八岁高龄却能帮忙照顾七十
多岁住户的暖心大爷，像个孩子似的
爱用奶瓶喝水的“老宝贝”……多少曾
经被冰封的心，向她敞开了最柔软、最
纯粹的一面，露出了世上最美好的天
真无邪。

这些年来，李秀梅经历了太多的
考验，也曾经有过心酸和挣扎，也许很
多人不理解，这么多年了，她没有攒下

什么积蓄，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却依然
坚持照顾着这些原本与她非亲非故的
老人，但她知道，这是她生活的意义，
她在用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让这个
社会变得更加温暖、更有人情味，让那
些劳碌了大半辈子建设国家的老人们
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这些老人带给
她的，是无上的快乐和幸福，是千金不
换的宝贵经历，是人生最高的价值体
会。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无论还有
多少困难和考验，李秀梅都会坚持下
去，福寿堂也会坚持下去，这是无数弱
势群体的庇护所，是多少孤独者心灵
的归宿。每一次为老人剪头发、刮胡
子、洗脚、洗头、量血压，每一顿精心准
备的饭菜，都不是例行公事，老人的每
一丝细微变化，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他们，就是她最珍贵的财富！爱的
力量是伟大的，爱的言语是互通的，在
奉养老人、关爱弱势群体这条路上，李
秀梅并不孤独。

这些年来，黑龙江望奎县常有领
导、社会企业来到福寿堂，对这里的住
户们进行慰问，送上关怀和资助。当
地新闻媒体也常常走访这家养老院，
对院里的老人和李秀梅进行采访，希
望能将她的事迹通过媒体宣传出去。
李秀梅也通过快手网络平台每天直
播，平时自己都是如何照顾这些老人
和弱势群体的。这样会触动更多人的
内心，让更多的老年人看到希望，让更
多的年轻人能够像李秀梅一样行动起
来，对自己的父母、对身边的老人多付
出一份关爱、多提供一丝温暖，让我们
的社会能够少一些冷漠，多一些奉献，
让大爱走遍河山，让快乐盈满人间。

（李小平）

山西省左云县欣源中学校建于 2000年，占地面积 120亩，
建筑面积60200平方米，总投资近1亿元，是一所集幼儿、小学、
初中和高中为一体的民办学校。2009年，学校发展遇到困难，
董事会进行了重组。左云籍著名民营企业家、捐资助学先进个
人王亮先生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意，捧着回报社会的善心接管
了学校，出任董事长。随后，在王亮先生的领导下，校委会进行
了重组，由姚启亮任校长，曹勇、孙胜利、王娜任副校长，分管学
校各学段、各处室工作。王亮先生出资 1500万元对学校供暖
系统进行了改造，采用集中供热。购置国标校车 6辆，保证学
生上下学的安全。安装了覆盖全校内外的监控设备，每个班都
安装了多媒体系统，实施了校舍加固工程，并普调了全校教师
工资，从此学校走上稳定、向好的轨道。

目前，学校有在校学生2230名（学校规模可容纳3000多名
学生），其中幼儿300名、小学700名、初中720名、高中510名。
共有教职工共225名，其中教师151名，职工74名，在教师队伍
中本科以上学历101名，专科50名，达到中教一级和小教高级
教师32名，共设有5个教研室。

学校建有国家标准的教学楼两栋，建筑面积 28000平方
米，公寓楼三栋，建筑面积26000平方米，餐厅可同时供3000教
职工和学生就餐建筑面积为 3000平方米；建有标准化运动场
一个，供教研和学生实验的物理实验室3个，化学实验室3个，
生物实验室 2个，微机室 2个，通用技术实验室 2个，另外学校
还设有美术教室 2个、音乐教室 2个、体育训练室 2个、舞蹈训
练室1个。欣源学校已发展为晋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
现代化民营学校。

自办学以来，学校小考成绩在全县连年夺冠，中考成绩连续
十五年名列全县第一，600分以上考试人数和比例始终为全县之
首。高中部十年来为各类高等院校输送近1413名学生。学校连
续多年被市教育部门授予优秀（先进）学校称号，2009年被中国
民办教育联合会评为“全国民办教育百强学校”、2008年被中国
民办教育协会评为“全国民办学校先进单位”，2012年7月被大同市人民政府评为先进
单位，2010年被山西省教科院定为“山西省英语教学”基地。2007年全省民办教育现
场会在我校召开，2014年全市民办教育现场会在我校举行，多年来深受社会各界和学
生家长的好评。

在新一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欣源学校将以严格的管理，高质量的教育
创办全市高标准的民办特色学校，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合格的人才。 （闫美丽）

河南虞城城管助七旬迷路老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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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传递温暖 亲情铸就港湾
——记黑龙江望奎福寿堂创办者李秀梅

仲冬时节，寒风凛冽。86 岁的马
培清坐在沙发上，在电烤炉的温暖下，
精神矍铄、笑容满面。

马培清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中益乡华溪村村民。“我每天早晚，
都要喝一盒有机纯牛奶，现在胃口好
了，睡得也香了。”谈及当下的生活状
态，马培清很是满足。

石柱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今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石柱
县中益乡小学、华溪村贫困户谭登周
家以及老党员马培清家，实地了解当
地“两不愁三保障”的落实情况，并留
下了殷殷嘱托。

时隔半年多，记者实地探访发现，
这里的教育、医疗、产业等方面的变化
如涓涓细流，滋润心田。

“爷爷不用再在冷风中等我放学了”

11 月 28 日，记者走进中益乡小
学，琅琅的读书声萦绕耳旁，踏上崭新
的塑胶跑道，左侧矗立着四层高的宿
舍楼和综合楼。

“要保证孩子上学受教育 有一个
幸福快乐的童年”。醒目的红色大字
下方，是一幢 5层高的教学楼。临近下
午放学，12 岁的刘娇习惯性地瞟了一
眼窗外。看着摇曳不止的树叶，暗自
庆幸：还好，爷爷不用再在冷风中等待
自己放学了。

因学校离家远，过去这 6年，已过
六旬的爷爷每天骑着漏风的三轮车，

载着刘娇在山路上来回奔波。今年 9
月，学校新建的宿舍楼和综合楼正式
投入使用，刘娇如愿成了一名住校生，
不用再起早贪黑赶路上学，并参加了
学校的舞蹈兴趣班，圆了多年的“舞蹈
梦”。

“今年来，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中益乡小学校长刘斌说，新修
的宿舍楼可满足所有家住得比较远的
学生住校，综合楼也配置了卫生室、心
理咨询室、音乐室等功能室。今年夏
天，学校还在原有的食堂上加盖了一
层，如今，不同年级的学生再也不需要
分批次用餐。

“习总书记希望老师们扎根山区，
献身乡村教育事业，为群众脱贫贡献
一份力量。”刘斌告诉记者，今年下半
年，学校又增加了 5名支教老师，重点
补齐了学校原本在音乐、体育、英语、
幼教等科目的短板。

来自石柱县南宾小学的邹勤洪老
师便是其中一员。今年 7月，得知中益
乡小学没有一名专业的英语教师后，
有着 15年从教经验的他，义无反顾地
报了名。“来了这里才发现，与城里的
孩子相比，他们的英语基础薄弱许多，
看着他们一点点地进步，感觉自己的
付出是值得的。”邹勤洪表示。

今年下半年，学校还添置了远程
教育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山里的孩
子不仅可以在课堂上观看城里优秀老
师的教学视频，还可以进行远程视频
教学，这如同给孩子们插上了飞翔的

翅膀。”刘斌说，如今，这里的孩子实现
了“有学上”，“上好学”也不远了，总书
记的嘱托和希望，正改变着这里的每
一个角落。

“家中厕所都像城里的厕所一样，
住得舒心多了”

与中益乡场镇毗邻的华溪村，人
多地少，土地贫瘠，全村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85户、302人。今年初，其中 8户、
19人还没有脱贫，64岁的谭登周名列
其中。

2018年，一场伤病，让原本已经脱
贫的谭登周两口子重新返贫。在中益
乡，像谭登周一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家庭占全部贫困户的 40%左右。

迎着寒风，中益乡卫生院副院长
刘新江和同事驾车前往华溪村，再沿
着层层石阶登上陡坡，便来到了谭登
周家。“关节痛得厉害不？”作为谭登
周的签约家庭医生，刘新江一见面便
询问起他的身体状况，并打开医疗箱
拿出器械给他做体检。“天气变冷了，
多穿点衣服，注意保暖，老是坐着也不
行，还要多运动。”刘新江反复叮嘱着。

看到记者前来，谭登周起身招呼
进屋。屋子是土木结构，简单却又不
破败。大门口张贴的农村危房改造标
识牌显示，去年进行过一次修缮加固，
房屋安全等级由 C级提升为 B级。“改
造后屋子不仅整洁干净了，连厕所都
像城里的一样，住得舒心多了。”谭登
周说。

记者注意到，在他家门口还摆放
着一个冷藏柜，内有饮料、矿泉水。原
来这是谭登周小儿子谭弟海特意添置
的。“习近平总书记来过后，有一些游
客慕名来‘打卡’，想看看这里是什么
样子。”谭登周介绍，“提供饮料不仅方
便前来观光的游客，也能挣点钱补贴
家用。”今年 4 月，谭登周被聘为当地
的护林人员，一年的劳务费为 6000
元。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增加收入，谭
登周很是感激。

“除了护林收入，他们老两口还有
土地流转金、低保收入等，今年脱贫没
得问题。”华溪村党支部副书记罗浩介
绍，今年 10月，对照各项指标，华溪村
剩余的 8户、19人均达到脱贫标准，预
计在 12月底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吃得黄连苦，才能换来蜂蜜般的
甜日子”

即便是在冬天，华溪村内柏油马
路两旁依旧是郁郁葱葱。快到老党员
马培清家时，道路边的建设场面更是
热火朝天。不远处，示范基地里的黄
精和木瓜长势喜人。罗浩告诉记者，
在华溪村村支“两委”组建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后，流转土地的农户在获得
土地流转金后，又针对黄精产业，创新
性推出了“返承包”机制。

这片“黄精木瓜种植示范基地”的打
理者，是马培清的小儿子陈朋和儿媳谭
明兰。夫妻俩“返承包”了家门口的5亩
黄精种植地。陈朋乐呵呵地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打理这5亩黄精地，3年可获管
护费1万元。按照承包时的协议约定，黄
精上市之后他还可以分到这5亩地20%
的收益，保守估计至少会有3万元。

过去，华溪村主要种植玉米、土豆
等传统粮食作物，产量低，经济价值不
高。这些年来，华溪村调整种植结构，
确定发展中蜂、中药材、特色果蔬等特
色产业。除了黄精，还盛产黄连、辣椒、
木瓜等。在华溪村，到处可以看到这样
的标语：吃得黄连的苦，尝得辣椒的辣，
才能够换来蜂蜜一般的甜日子。

“收益可观，但种黄精并不是我的
主业。”在华溪村路边的工地上，陈朋一
边浇灌着混凝土一边告诉记者，今年乡
里和村里的各种基建项目越来越多，他
在当地工地上务工的收入每年至少有2
万元。

在陈朋挥洒汗水的同时，谭明兰也
没有闲着。今年 7月，重庆市妇联在华
溪村设立巾帼扶贫车间家庭工坊，家庭
工坊结合当地土家风俗文化元素，设计
出布老虎、手提袋等特色产品，经过一
个月的培训，谭明兰掌握了制作手艺，
如今每个月能收入 1000元左右。不仅
如此，谭明兰还参与了村内的公益性岗
位，每年可收入4800元。

今年夏天，陈朋两口子大方地给家
里添置了一台双开门冰箱和洗衣机。

“真心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我竟然在
自家的田坎上过着和城里一样的生
活。”谭明兰略显腼腆地说：“现在政策
这么好，我们只要肯干，日子一定会越
过越好。” （人民网）

重庆石柱中益乡在扶贫开发中出现翻天覆地变化

“吃得黄连苦 才能换来蜂蜜般的甜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