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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华 ， 大 学 毕

业后回到老家山西

省孝义市兑镇镇圪

卓头村，创办了当

地第一所家庭式敬

老院，在 3 年多的时

间里，担负起了 30

余位高龄老人的照

料重任。

实现“老有所养”是广大

人 民 群 众 的 热 切 期 盼 ，也 是

社会保障的重要目标。近年

来 ，我 国 下 大 力 气 建 立 城 乡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 年

下 半 年 ，国 务 院 决 定 开 展 新

型 农 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试 点 ，

2011 年 启 动 了 城 镇 居 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试 点 。 今 年 上 半

年 ，国 务 院 决 定 在 全 国 所 有

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工 作 。 至 此 ，

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

老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国城

乡居民两项养老保险的参保

人 数 达 到 4.49 亿 人 ，加 上 企

业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总 计 覆 盖

人 数 超 过 7 亿 人 。 我 国 已 建

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养老

保险体系。各级财政积极筹

措 资 金 ，努 力 按 时 足 额 支 付

基础养老金。3 年来，各级财

政共拨付两项养老保险补助

资 金 超 过 1700 亿 元 。 目 前 ，

全国有 1.24 亿名城乡居民领

取基础养老金。

让老有所养

成为现实

吃了没吃过的苦，但我永远
不会放弃。只要老人们需要我，
我就一直坚持下去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离开喧嚣的城市，回到老
家——山西省孝义市兑镇镇圪卓头村。当看到村里
及周边地区有很多老人因儿女在外工作而无法得到
很好的赡养，热心肠的妈妈就想，能不能利用自己
时间上的空闲和勤劳的双手去帮助这些老人，让他
们能够安度晚年。

当妈妈讲出她的想法，我立刻表示赞成。说干
就干，我和妈妈马上把自家的空闲院子打扫出来，
改造成了一个家庭式敬老院。我们村紧挨着公路，
附近还有个比较大的矿区——水峪矿区，算是地处

“繁华地带”，周边人多，我家也好找。因此，在印
发了不少宣传单后，我就接到了咨询电话，也有一
些老人亲自上门来看。

由于条件有限，一开始，我们只接收了两位
老人。

我当时才23岁，没吃过什么苦，更没有想到
照顾老人是那么辛苦的事情。那时，我每天凌晨4
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掏炉灰。我拿着一把大铁
锹，从炉膛里掏出一铲炉灰，出院门，下斜坡，再
走上500多米，倒到垃圾堆上，然后从旁边铲上一
铲碎煤，爬上斜坡，走回院子，每个清早都得来回
十几趟。掏完炉灰、挑完煤、扫完院子，1个小时
就过去了。

大约5点，老人们醒来、准备起床了。这时我
得把老人们的尿盆逐个倒掉、刷干净，把房间收拾
妥当，还得赶紧跑到厨房，准备生火、做饭、服侍
老人们吃早饭。然后就是买菜。当自行车后座绑好
的筐子里装满了蔬菜和日用品，有时候车梁上还得
放一袋子面粉的时候，别说骑了，推着车子爬坡我
都得咬紧牙关。

老人的事无小事，时时需人陪护。上了岁数，
睡眠少，中午吃完饭，我就陪着他们到村子里溜
达。到了空地处，两位老人和村里其他老人家一起
闲聊、晒太阳，我就赶紧铺开随身带着的床单，就
地一躺，眯一会儿；睁开眼睛看看，如果他们没什
么需要，我就再眯一会儿。

“老小孩”这个词说得真没错。我照顾的第一
位老人是82岁的王爱珠奶奶。王奶奶就像是个小
孩，经常撒娇、挑剔，有时也会胡闹一下。就说吃
饭吧，山西人都爱吃面食，可当我下了很大功夫做
好第一顿饭端到她面前时，她却一口都不吃。老人
家脾气很大，不能拗着，我只好每顿饭前都询问她
的意见，有时候还得现学现做，直到她满意为止。

当时一共照顾了两位老人，每顿饭都得做两锅。
就这样，上紧发条干了三四个月，我足足瘦了

30斤。这时已临近冬天，天气越来越寒冷。为了让
老人能过个暖和的冬天，我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
花五六万元给老院子加装暖气设备，要么去别处租
一个暖和的新房子。

无论哪个选择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几个月以
来，我天天过着比打仗还紧张、还累、完全没有自
由时间的日子，真有点儿支持不住了。

眼看着敬老院一天天地改
换新颜，我特别激动。我希望这
个敬老院能够照顾更多的爷爷
奶奶，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看着朝夕相处的老人们，我的倔劲又上来了。
我暗下决心，再难也要把敬老院办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一处合适的出租
房。那是一套带有地暖、有3个大卧室的单元房。
空间大了，能够布置更多床位。得知这个消息，马上
有许多老人表示要来。最终，满员入住了8位老人。

听到其他老人遗憾的话语，我十分难过。我在
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继续扩大敬老院的规模，让
更多老人能够老有所养。

以当时的情况看，扩大规模只能是我一个美好
愿望而已。我个人远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虽然
每位老人每月都会缴纳五六百元的费用，但是面对
家具采购、房租、伙食费、取暖费、厨师的工资等
开销，这些费用远远不够。

为了筹措敬老院所需资金，我甚至做过一些小
买卖，希望能够赚些钱补贴敬老院，但都以失败告
终。开办敬老院以来，家人已经给我垫资10万元
左右。

一边是巨大的资金缺口，一边是许多需要照顾
的老人。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当时的兑镇镇党
委书记张由泉帮助了我。在他的协调下，我的敬老
院搬到了现在的地方。

这是一栋带一个小院子的3层小楼，共有20多
个类似于标准间的房间。每个屋里都配备了电视机
等设备，楼里还有一间专门的健身室。这个场地是
镇政府免费提供的，其他费用由我负担。

老人最怕冷，冬天的房间一定要烧得暖暖
的，不能心疼煤。饮食也一定得注意，要保证营
养、注意搭配，饭菜上绝对不能省钱。想要让老
人生活得舒服，资金的缺口依然很大。此外，敬
老院现在面临的第二大难题，就是缺乏具有专业
技能的护理人才，寻找愿意来从事敬老院管理的
年轻人十分困难。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难题，但是我绝不会放弃。

敬老院曾经住过一位患有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老人
王春花，我每天都会手拉着手带她在院子里散步，
陪她说话。老人生病了，我整夜守在床前看护输
液，帮老人翻身、上厕所、擦洗身体等。后来她对
我说，就算亲孙女也不过如此啊，敬老院真是比家
里还好！

每每想到老人们对我的信任和依赖，想到他们
的无助，我就没有退缩的理由。只要老人们需要
我，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行孝仗义”的孝义市正尽
力让全市老年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

著名的“郑兴割股奉母”的故事就发生在孝
义。据说，正是因为这个孝子的义举，唐太宗李世
民下诏将原来的永安县更名为孝义县。如今，孝义
市的养老工作走在山西省前列，力争让全市老年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

为了办好敬老院，我专门考察过孝义市养老服
务业的情况。目前，孝义市60岁以上的老人共有
5.6万人，占到全市人口的12%左右。全市共有敬老
院12所、床位550张、管理及服务人员80人。其
中，由于有财政资金全额或部分支持，市敬老院、
光荣院、中阳楼敬老院、大孝堡乡敬老院等敬老院
的条件都非常好，所有房间都配有电视、电话、写
字台、饮水设备等基本设施，院内还设有活动室、
阅读室、医疗室、棋牌室、厨房、餐厅等。入住这
些敬老院的以“五保”老人为主。

还有一批经济实力强的村子建起了老年活动中
心。其中，上吐京村建成了一座很好的老年活动小
院，老人夏天活动不会热，冬天活动不受冻。新义
街道办事处贾家庄村新建的老年活动中心还配备了
乐器、棋牌等活动器材，让老年人能尽享文化娱乐
生活。

据我所知，孝义市是山西省惟一一个进入全国
百强县的县级市，经济水平较好。为了让老年人享
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实惠，市委、市政府对养
老工作非常重视，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全市农村

“五保”老人分散供养标准达到了每年2880元，集
中供养标准达到了每年3720元；市里还给80周岁
以上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以每年200元为基数，
每长一岁增加10元。

为了更好地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孝义市鼓
励发展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我十分感谢政府对我开
办敬老院给予的大力支持，为了给老年人提供更
多、更好的服务，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民办养老服

务机构的扶持力度，为我
们解决更迫切的实际困
难。我愿意付出更多的努
力，为更多的老人撑起一
片蓝天。

一位敬老院护工——

真 情 温 暖 老 人 心
王 华口述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整理

敬老院护工王华

上图 王华在为老人整理房间。

右图 王华和老人们在一起。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 李 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