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17
7·16
星期日

编
辑
宋
才
华

组
版
方

芳

校
对
陈
文
彪

咱
爸
咱
妈

2008年，李长才因视网膜病变导致双目失明，不
仅失去了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
是问题，侄子李凤华自此担当起照顾老人的全部责
任，9年如一日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记者在合肥高新区
油墩社区蜀南庭苑小区见到李凤华时，他正在为叔叔
理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就把对父亲的爱心和孝
心全部给叔叔，让叔叔能够安享晚年。”

▋李霞 邱学敏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拿出女儿学费帮叔叔垫付医药费
因为家庭贫困，李长才至今没有结婚生子。

2008年的一个清晨，他突然感觉眼睛不适，李凤华听
说后，立即请假送他去了医院，检查发现李长才视网
膜病变，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必须预交五千元医
药费。

“叔叔没有亲人了，病情耽误不得，还是先治
病要紧。”为了让叔叔的眼睛尽快得到治疗，李凤
华和妻子商量后拿出女儿的学费，帮叔叔垫付了
医药费。

李长才住院的日子，夫妻俩每天轮流去医院照
顾叔叔，李凤华的大姐、弟弟、妹妹也会抽时间去照
顾。虽然眼睛救治及时，但却因为病情严重，李长才
失明了，不仅失去了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而且生活
上的自理都是个问题，让他原本就困难孤苦的生活
雪上加霜。

不是父子胜似父子
刚开始，李长才每天不是磕到腿，就是烫伤手，做

饭清洗都成了问题，情绪低落，话少了，人也日渐憔
悴。考虑到叔叔多年来习惯于一个人生活，李凤华和
妻子进行了简单的分工，李凤华负责给叔叔送早餐和
晚餐，妻子负责给叔叔送中餐，两人还定期为老人打
扫卫生、清洗衣物等。

“他经常留下来陪我聊天，说说外面的新鲜事，而
且还给我买了个小广播，我就能知道外面的事了。”对
于这个侄子，李长才赞不绝口，“如果没有他的照顾，
我也活不了这么久。”

只要叔叔生病，李凤华立刻请假带老人去看病，
床前端茶送水，直至老人康复；经常把叔叔的被褥放
到阳台上晾晒；把叔叔治感冒的口服药碾磨成粉，方
便老人吞咽……渐渐地，叔叔的心情好转，情绪不再
消极。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现在我就把对父亲的爱
心和孝心全部给叔叔，让叔叔能够安享晚年。”这是李
凤华现在最大的心愿。

“叔叔，我是你的眼”
侄子照顾孤寡失明叔叔饮食起居，让其安享晚年

李凤华正在为叔叔理发

星报讯（侯月云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在母亲
“一碗饭、一瓶水”的熏陶和“清白做人，善待他人”的
家训的影响下，多年来，63岁的夏大菊一直坚持义务
照顾小区里的孤寡老人。

63 岁的夏阿姨家住合肥市蜀山区七里塘社区，
提起她的名字，大伙都夸她是个热心肠，“她可热心
了，经常照顾小区里的几位孤寡老人。”家住动力三村
小区的刘阿姨说，几位孤寡老人也是逢人便夸夏阿姨
热心、善良。

对于大伙的夸奖，夏阿姨十分谦虚，“比起母亲，
我差远了。”她说，从自己记事起，母亲每天早上都会
烧一大壶水，摆在饭桌上，“那时候，我们家住在路边，
水是供路过的人喝的。”此外，每次做饭时，夏阿姨的
母亲都会多抓一把米，多煮一碗饭，“这碗饭要么送给
路过的货郎吃，要么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夏阿姨说，从小到大，母亲一直言传身教，告诉她
要清白做人，“小时候，有一次在上学路上，我捡到一
个漂亮的发卡，由于没找到失主，我便夹在头上，回家
后母亲问我哪来的发卡。”夏阿姨当即告诉母亲，自己
找不到失主，想把这个发卡留下，“母亲却说，既然找
不到失主，那就交给老师吧，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于是我乖乖地把发卡交给了老师。”

多年来，热心的夏阿姨一直用实际行动践行母亲
定下的家训——清白做人，善待他人。黄奶奶是一位
孤寡老人，一直独自生活，前几年的一个雪天，她不小
心摔断了胳膊。得知消息后，夏阿姨立马赶到黄奶奶
家，帮她洗衣、洗碗、做饭、打扫卫生，扶她上下楼。

除了黄奶奶，夏阿姨还常年照料另一位孤寡老人
陈奶奶，“我经常给她送饭送菜。”有时候，家里包了饺
子或者馄饨，夏阿姨总不忘盛一碗送给她。

受“一碗饭、一瓶水”家训熏陶
热心大妈常年义务照顾孤寡老人

88岁老太独居20年
三拨热心人悉心照料

星报讯（王佳伟 宋梅 孙雨静 记者 马
冰璐） 88岁的徐一琦奶奶家住合肥市蜀
山区西园新村小区，从 1997 年起，她开始
一个人生活。20年来，一直是热心的社区
工作人员悉心照料她，20 年里，由于工作
调整，照顾她的人先后换了三拨，“他们对
我都十分耐心、细心。”

从1997年搬到西园新村小区起，徐奶
奶便开始一个人生活，“老伴去世了，两个
儿子都患有精神疾病，一个常年在医院住
院，一个在外独居。”提起这些伤心事，徐奶
奶直抹眼泪，“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这些年，
多亏了竹荫里社区的工作人员照顾我。”

徐奶奶说，20年里，由于工作调整，照
顾她的社区工作人员先后换了三拨，虽然
年事已高，但她仍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
细心的她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把照顾她的工
作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写在卧室的墙上，“这
么多年来，一有事，我就找他们，他们每次
都非常耐心，从来没有不耐烦过。”

说起这些热心的社区工作人员，徐奶
奶十分激动，“这些年，他们为我做了许多
事，每一件，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如今，负
责照料她的社区工作人员有5位，每周，他
们都会轮流上门看望她，帮她打扫卫生，

“有时候，家里东西坏了，也是他们帮忙维
修。”徐奶奶说，一到雨雪天，工作人员还会
轮流买菜送给她。

“20年来，家里需要跑腿的活也全是他
们代劳。”徐奶奶说，她和两个儿子一有事
或者需要办理什么手续，都是社区工作人
员帮忙跑腿、办理，“这些年，多亏了他们。”

星报讯（李进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家住合肥
市蜀山区光明社区的朱守英奶奶虽已是百岁高龄，但
记忆力仍十分好，她不仅清晰地记得家里每个人的生
日，还能流利地背诵出《三字经》和《百家姓》。多年
来，她不顾年迈，不辞辛劳，一手带大 15 个孙辈和曾
孙辈。最近，在社区的张罗下，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
提前庆祝了百岁生日。

朱奶奶虽已是百岁高龄，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
一头黑发的她仅有几根白头发，而且眼不花、耳不
聋。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于朱奶奶，孝顺
的子孙们更是视若至宝，“她把孩子们看得比自己的
命还重要，她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也从来不舍得让孩
子们吃苦、受累。”老人的四女儿贾贤芬告诉记者，这
么多年来，勤劳善良的朱奶奶不顾年迈，不怕辛苦，一
手带大了15个孙辈和曾孙辈。

朱奶奶的记性非常好，她清晰地记得家里每个人
的生日，“小时候，她学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如今
仍能流利地背出来。”贾贤芬说，朱奶奶为人热情开
朗，十分慷慨豁达，每年过年，朱奶奶都会出钱，让子
孙们在饭店订四桌年夜饭，然后，一家人热热闹闹地
聚在一起过年。

说起自己的长寿秘诀，朱奶奶说，自己生活作息
十分规律，“每天晚上7点多睡觉，早上7点多起床，中
午睡一两个小时。”在饮食上，她口味十分清淡，“不吃
甜的、油腻的，最喜欢吃蔬菜和稀饭。”

在子孙们看来，老人之所以如此长寿与她的性格
息息相关，“她一辈子都是笑呵呵的，从不与人争吵、
生气，对待人和事，都十分温和宽容。”贾贤芬说，如
今，朱奶奶每天最喜欢做的事便是和子孙们唠唠家
常、散散步。

百岁老人一手带大15个孙辈
如今她眼不花、耳不背，还能熟背《三字经》和《百家姓》

五旬何大妈组成健走队
匡河公园徒步走起来

在合肥市匡河公园，今年48岁的何宗萍一身运动装
扮，手戴计步器，和30多名队友一起徒步行走，而她也是
这个健走队的队长。

跟别的队伍不一样的是，这个队伍里的35名成员每
天都必须走一定的步数，每个人都将进行考核打分，排名
靠前的还能领到红包奖励。

▋丁萍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爱上健走，瘦身、治病两不误
盛勇今年 45 岁，最近几年，只有 1 米 65 身高的他突

然开始发胖，最重时达到180斤。
“身体一胖，很多毛病都出来了，痛风、高血脂、血糖

异常，那时候连走点路都气喘吁吁。”盛勇告诉记者，考虑
到健走和骑行最不需要基础，也不需要去健身馆，于是他
开始每天坚持健走。

早上六七公里，晚上六七公里，翻开盛勇手机APP，
记者发现他每天大约都要走十几公里，“大约用了两年的
时间，我瘦下来了，现在只有140多斤。”

今年 5 月，何宗萍发起成立了一支稻香村街道健走
队，盛勇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我想把我的经验跟大家
分享，一个人走路太孤单，大家一起可以交流心得，对健
身更有好处。”

记者了解到，在健走队里大多数是一些四五十岁的
人，平时要么不爱运动，要么长期坐在办公室。何宗萍
说，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动起来”。

每天打卡，步数前三名发红包
跟别的健步走队伍不一样，这个队伍有着严格的考

核机制：每天早上 5 点到 9 点要走 3000 步，或者每天 17
点到19点要走4000步。

“这叫朝三暮四，每天最好都上传自己的步数，可以
通过手机APP或者电脑登录网页查看。”何宗萍介绍，这
就像是年轻人经常在朋友圈里“打卡”一样，队员们每天
必须走 1 万步以上，每分钟不低于 100 步，“每天有 10
分，根据队员的表现打分。”

平常的时候，健步走的队员都是各自分开走，偶尔何
宗萍会组织大家来个“团队走”，提高团队的交流协作，定
期还会组织健步走的评比，“步数前三名的，我们会发红包
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