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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老归侨

□记者 武 钢

每天早上起床后， 每晚熄灯休息

前，乐洁丽总要打开窗户，“眺望”一下

对面楼组里老归侨施新潮、袁凤英夫妇

家的窗户是否开着，灯是否亮着，而施新

潮和老伴似乎心有灵犀，通常都会适时出

现在窗前，挥挥手……这个“规定动作”

做了十几年了，直到袁凤英、施新潮相继

离世。

年逾 70 的乐洁丽， 退休前是长江

皮革五金厂的模具技术人员，从前居住在

小南门地区， 上世纪 90 年代初全家搬到

大连西路 215 弄，是大三居民区的侨务联

络员和志愿者。 近 30 年来 ， 无论居住在

哪，她都会热心地无偿照顾居民区内的空

巢老人 ，小则送菜送饭做家务 ，大到全程

陪护看医生。 她，先后看护陪伴了 5 位老

人走完余生，被邻里称为“最美邻居”。

老归侨心思她最懂

乐洁丽的女儿在日本生活了 20 年，早
已成家立业，两个外孙女也快要念高中了，
因此，她非常了解空巢老归侨的所思所想和
日常的孤独感，他们需要的是心灵慰藉；在
他们深感无助的时候，渴望有人能及时“搀
扶”一把。

就以乐洁丽结对的老归侨施新潮夫妇
为例，随着年事已高，施新潮照顾老爱人已
越来越力不从心，经过与远在美国的女儿商
量，袁凤英老太住进了养老院。但是，维系乐
洁丽和施新潮“隔空”联络的方式照旧，乐
洁丽经常烧点菜饭馄饨送到施新潮那。另
外，她每星期还要去两、三次养老院，为袁凤
英送上煮好的粥、汤和银耳羹等，养老院的
护工们常常对袁凤英嚷嚷:“袁阿姨，侬‘妹
妹’来看侬了！”

照顾施新潮老人，乐洁丽真是无微不
至。有一天，正逢近 40 摄氏度高温天，傍晚
时分乐洁丽见施新潮家的灯还没亮，打电
话过去也没人接，她一下子着急起来。乐洁
丽知道施新潮每天下午都要去养老院看望
老伴，她担心酷暑当头施新潮因血压高有
意外，便放下手中碗筷，赶到大三居委会请
求帮助。居委工作人员电话打到位于模范
居民区的养老院，护工说施新潮老人去妹
妹家拿蛋白针了，乐洁丽悬荡着的心终于
放了下来。乐洁丽回到家后一直留心着对

面施新潮家的窗户，直到晚上 9 点多看到
对面窗户里灯亮了，通了电话后才安心。

有一年，乐洁丽要去日本探亲，她便特
地关照“留守”在家的老伴：“老先生，我去
日本看外孙女期间，侬要帮我多照看对面的
施新潮噢。”在日本期间，她每隔一两天就
要打越洋电话给施新潮老人。有一次，乐洁
丽听说施新潮身体不适，小便出血，便立马
让爱人上门探望，并紧急将施新潮送医院，
经诊断为前列腺癌，因而得到了及时治疗。
为了能不间断有人照顾施新潮、袁凤英

两位老人，乐洁丽夫妇商定再也不一起去探
望女儿和外孙女了。

侨务工作需要用心

乐洁丽与结对的归侨空巢老人心灵相
通，才使得她对于自己的辛勤付出无怨无
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将心比心，朴素自
然，她用阳光雨露般的真心真情滋润着老归
侨们的心田。
“发生在乐阿姨身上的这些感人故事，

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什么叫人间真爱。过去
那种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情意又回来了。”大
三居民区的孙阿姨动情地说道。

然而，乐洁丽对此却看得很淡薄。“我
做的都是一些琐碎事，也是我应该做的。他
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等我老了，最好也
有一个这样的人关心我。”这番大实话，吐
露了她的心声，很温暖，很实在。
如今，乐洁丽开始思考着如何将侨务工

作做得更细致，她通过侨务联络员接待日了
解老归侨和侨眷的生活情况和诉求后，及时
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反映，并与书记一起上
门实地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的问
题，尤其是独生子女这一代的归侨侨眷，他
们所面临的困难要比老归侨更多。
“时代在变化，家庭结构在变化，归侨

侨眷中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孤寡老人越来
越多。侨务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
更要有针对性、有效性，这样才能让归侨侨
眷的生活更安定、更美好。”乐洁丽感慨地
说道。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记大三居民区侨务联络员“最美邻居”乐洁丽

侨务联络员“最美邻居”乐洁丽

区侨 联 颁 发 的
“志愿者服务证”

乐洁丽的女儿和两个外孙女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记祥德居民区侨务联络员任蕙莉

□记者 武 钢

“对不起哦，刚

刚在居委会讨论小

区居民楼加装电梯

事宜， 要得到楼组

所 有 户 主 一 致 同

意， 还要做许多工

作呢。突然想起约好

来党建服务中心的，

就马上匆匆赶来了。”祥德路居民区侨眷任

蕙莉刚进门，就急着打招呼。作为街道侨务

联络员、居民楼楼组长，她真的很忙。

“我与居民区的老归侨结对，关心一下

他们日常生活， 做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事

情，不值得宣传的。”年近 70 的任蕙莉谦虚

地笑着说道，还拿出虹口区侨联颁发的“志

愿者服务证”给记者看。

视老归侨如亲人

任蕙莉第一次被委派与老归侨林猷榜
结对。解放初期，林猷榜从泰国回国。他爱
人张老师在上海市格致中学任教。张老师
60 周岁那天，她的学生为她举办生日聚
会，张老师在台上致答谢词时由于过于激
动，突发脑溢血摔倒，被紧急送往仁济医院
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新中国成立后，林猷榜把带回来的金

条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以支持国家经济建
设。林猷榜爱人去世后，原本退休工资并不
高的林猷榜生活就更加拮据了，加上身体健
康状况欠佳和其他原因，导致他整天闷闷不
乐。因此，居委党支部书记、居委干部和任蕙
莉常常上门关心他，耐心地听他述说，尽可
能地给他心理安抚。那时，除了街道侨联和
居委会常规的补助外，欧阳路街道还每月给
林猷榜补助医疗费，直至他离世。
任蕙莉结对的第二位老归侨林宗炎于

1952 年从日本回国，由于各方面能力较
强，思想也比较进步，他后来在工作中还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随着年龄增大，林宗炎和老伴越

来越感到寂寞难熬，为了缓解两位空巢老
人的孤独感，任蕙莉和居委党支部书记、居
委干部总是经常去林宗炎家聊聊天，与他
俩聊聊他们感到愉悦的事，使他们高兴起
来。林宗炎的子女比较尽孝，轮流陪伴着他
们父母住，照顾着他们，
任蕙莉把林宗炎老夫妇当自己亲人一

样对待，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充分信任。任蕙
莉讲了一件有趣的事：街道开展第二次老
归侨登记工作期间，任蕙莉正好在国外旅
游。当居委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核对登记时，
林宗炎把他们挡在门外说：“我们只认小
任一个人。”后来还是任蕙莉跟他说明了
情况，解除了他的误会。
街道侨联很关心林宗炎，还特地为他

操办了 80 岁生日会。林宗炎也很喜欢参
加街道侨联组织的各类活动。但是，老年人
很容易为一点小事上心思，为了让林宗炎
休息好，有充沛精力去参加活动，遇到有啥
活动，任蕙莉不会很早就通知他，通常提前
一天打电话询问他身体是否吃得消，并反
复叮嘱他好好休息。活动当天，任蕙莉总会
来林宗炎家接他去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后

送他回到家才彻底放心。
林宗炎离世后，任蕙莉和居委会党支

部书记一起参加了追悼会，林宗炎的子女
非常感谢侨联、居委干部和侨务联络员对
其父亲生前的关心和照顾。任蕙莉也动情
地说道：“多年的结对和相处，我真的把老
归侨们视作亲人，所以，他们的离世，我心
里也很难受。”

自治楼组领头人

如今，任蕙莉还是和以往一样，定期在
侨务联络员接待日为老归侨和侨眷做政策
法规咨询服务，并经常将归侨侨眷动态资
料和信息整理好提供给居委会，还要将区
侨联工作会议精神及时向居委会通报，便
于街道和居委进一步了解老归侨情况并进
一步做好侨务工作。
十几年来，任蕙莉为居民区的老归侨

和侨眷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和善事，但她
还是很谦虚地说：“我所做的事情真的不
值一提，主要还是街道领导、街道侨联和党
建办侨务专员对我们侨务联络员特别支持
和关心，特地为我们订了《上海侨报》，街
道侨联还经常为侨务联络员解读最新的相
关政策和资讯，正因如此，我们在侨务联络
员接待日接待老归侨和侨眷前来咨询时，
就不会发生对相关侨务政策不熟悉或解读
不到位的事情。”任蕙莉随身带着一本侨
情调查员手册和记事本，里面记录着归侨
侨眷名录和相关侨务政策及其详细说明，
并随时随地记下老归侨和侨眷非常关心的
事宜。
除了侨务工作，任蕙莉还特别热心文

明楼组创建工作。任蕙莉所居住的楼组是
自治楼，作为楼组长的她，建立了楼道微信
群，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让大家参与讨论。
比如，她所在的楼组没有聘用清洁工，她就
发动楼组内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自己打
扫卫生。任蕙莉每星期负责打扫一次公共
楼道，从六楼扫到四楼，三楼有一位积极分
子负责“接力”扫到一楼，并约定好时间，
楼组里所有住户定期一起行动冲洗楼道。
因此大门一关，楼道里十分干净，整个楼组
居民彻底杜绝乱扔垃圾的行为。
“其实，侨务工作和文明楼组创建工

作本质是一样的，都要有奉献精神！”任蕙
莉笑言。

侨务联络员任蕙莉

任蕙莉的志愿者服务证

任蕙莉与老归侨林宗炎（右一）等参加侨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