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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老院絮叨几句
文 范建新（五一居委）

为养老院絮叨几句似乎不是居
民区书记的直接本分，其实亦不然。
一位孤寡老人病了，劝他以房养老
去养老院，这可触犯了“天条”，老
人目视怒色，居委干部只好当作是
自已的父母病了，为老人擦身子换
内衣，托关系说好话，弄病房转医
院，安抚情绪当护工，样样要干。如
此老人还真不少，都当居委干部的
父母，看病养老居委会着实人手不
济。现在居委会里还好有几位老干
部，处变不惊，上述之事肯干会干，
不过都已超了退休之年，以后若遇
新干部，肯干却不会干，处变而惊如
何是好，处不及时，还有性命大险。

为啥不少人忌讳养老院，原因诸多，
既有传统观念作祟，亦有养老院褒
贬不一的口碑所致！
老年人因需去养老院到底好不

好！我这就来说说我母亲在养老院
的一丁点事。我母亲住养老院的院
龄不长，恰好一年。去年还因心功
能、肺功能、肾功能都出现衰竭而被
医院作了“判决”，可母亲的生命并
不服从医院的“判决”，体征反倒一
日日复原起来，子女们为母亲请了
一位驻家护工，日常里我们不摆雇
和佣的关系，帮着一起做事，遗憾的
是后来护工生了外孙女，眼晴多放
在手机的微信里了，于是我们子女
决定试试养老院的方案。
几经寻找比较，最终相中了一

家养老院，如今母亲在这家养老院
恰好住了满满一年，奇就奇在老人
家患了几十年的高血压不高了，糖
尿病不糖了，养老院医生不再开药
了，一年前医院对母亲的哎“判决”
更是去了九霄云外了！
母亲的身体状况在养老院逆流

而上，一定有常人不晓得的生命的
奥秘，但养老院护工和子女们的悉
心护理也是有一点作用的。母亲在
养老院满满一年，我们做子女的腾
出时间来确保每天都有人去养老院
给她喂饭，推她下楼逛花园晒太阳，
陪她聊天，为她按摩。秋冬季节，我
妹妹和嫂子每周为她洗一次澡，同
室的老人既羡慕又嫉妒，他家怎么
天天有人来。有人起惑，你们把大部

分由护工做的事都做了，是不是对
护工不放心哪！那到不是，其一，母
亲岁数大了，同她相处多一次是一
次，照料母亲的事子女能亲手做尽
量亲手做，少为以后留遗憾。其二，
子女能天天出现在养老院的母亲身
边，能让她多找到一点在家的感觉，
她的心情便会好了许多。其三，护工
只是照料母亲的“帮手”，重点在
“帮”，说透了，不管精神和事务上，
照料母亲的主角永远是母亲的孩子
们，而不是护工。
在居委会做了这么些年，经常

遇到一些老年人和家属到没有退路
的地步，却依旧不愿同养老院沾上
边，特别是一些独居老人坚守不去
养老院的底线，实在令居委为难和

生愁！
因党和政府的重视，养老行业

在市场竞争和管理优化中总体水准
都在不断地规范和提升，许多过去
亲历的不愉快或旁人间的误传渐渐
变得鲜有曝光了。因此，老年人，特
别是独居老人到了不能自理的那
刻，要么提早，要么及时走集体养老
的那条路。记得当时安排母亲进养
老院也是有顾虑的，但回过头来看，
这条路是选对的。
子女送老人入养老院，也不能

一送了之，每家子女闲忙不一，做不
到天天，也得做到常常去看一看，应
同护工建立平等尊重的关系，该动
手能动手时，自已也要动动手，绝不
要同护工“让权”。母亲房内有位
90高寿的宁波同乡人，每到午饭时
刻，床上放的是子女给她在养老院
专定的小灶菜，但老人不吃，时常倒
掉，原来是老人生子女的气，顿顿只
见眼前菜，天天不见子女来。我安慰
老人，老人便朝我流泪，要同子女绝
了关系！
春天的气息已经让人们感觉到

了春的暖意，我在养老院的潺潺小
河边，在柳枝摇曳的张张长椅中，在
阳光照射鲜花盛放的条条道路上，
看到扶着老人、推着老人、倚着老人
的儿女们同各自的父母有说有笑，
此景此情看得出养老院，老人养老
的主渠道正在被更多人接受，对有
需要的老人和家属来说，养老院是
个好去处。一些带病的独居老人哪
天都钟情养老院了，居委会才算是
减了一个大负，祝天下老人在养老
院里能养出好心情，老出长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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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与“大事”
文 唐秋生（天原二村）

垃圾分类是“小事”，也是民生
“大事”，更是老难题。据统计，
2018 年上海全市每日生活垃圾清
运量接近 2.6 万吨，年均生活垃圾
产生量超过 900 万吨，“垃圾围
城”迫在眉睫。去年八月出炉的
《上海试点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现
状调查报告》显示，近七成居民认

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16.8%
的居民认为所在小区已经形成良
好的垃圾分类氛围，近三成居民养
成了分类好习惯，68.9%的居民认
可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效果。
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也
较集中在垃圾分类这件 “民生大
事”上。
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地位，并融入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建设全过程。李克强总理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
次提出，要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加强
固体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分类处置。
垃圾分类涉及千家万户，关键小事
也是民生大事，是城市精细化管理
的直接体现。在全社会树立生态观
念，是一项新的任务，垃圾分类要从
门外面管到家里面，难度肯定会有
的。做好垃圾分类，一定要发动社

区的力量，毕竟每个人都是有社会
属性的，通过居委会、物业公司、业
委会、各单位一起出点子、想办法，
让垃圾分类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好
事情。抓好源头，跑好“最初一公
里”，从“要我分”向“我要分”的
理念转变，坚持不懈做就会成功。树
立生态观念，倡导“低碳”生活，经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必能创造一个
天蓝、地绿、水净的宜居环境。

老有所乐“音配像”
文 金泰康（锦苑居民区）

我自小喜欢音乐，而且还有一个愿望，要
学会一二种乐器。这个愿望，直到我而立之年
才得实现。我当时觉得学胡琴入门较难，吃力
不讨好，学吹奏乐器，自己中气不足，所以选
了比较容易上手的弹拨乐器扬琴。由于忙于
工作与家务，我学习如蜻蜓点水，学到的也只
是三脚猫功夫而已。1987 年退休，那时风行
电子琴，我去排了长队买到一架雅马哈电子
琴，那些一起排队的老头老太，以为我也是像
他们一样，是来为孙辈们来排队的。我那时想
进培训班学琴，因为他们只收儿童，不得其门
而入；只能来个闭门造车，无师自通。
由于这两样乐器都是自学的，演奏水平

太低，所以在人面前从来不敢露一手；不过这
些年来，各种音像的电器非常多，我就用电视
机、录音机、摄像机等，自己制作了大量卡拉
OK 音像制品，有独奏、有合奏，有自弹自唱
的，花式不一而足，自娱自乐，留作晚年时播

放欣赏。
到了 80 岁以后，手指越来越僵硬，喉咙

越来越沙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尽兴地弹
奏和演唱。但是我仍不能忘情于那些胡琴
《二泉映月》《江河水》等名曲，虽然不懂左
手的“指法”，但是对右手的“弓法”，却是心
领神会的，每每睡在床上，听到这些乐曲时，
那只右手竟会情不自禁地在被窝里，得心应
手地挥舞起来。
前几年，忽然想到、戏曲可以“音配像”，

那么演奏乐器，也可以尝试一下“音配像”。
于是我买了一把胡琴，自己担当了编导、服
装、灯光、摄像、录音、剪辑等所有行当。独自
在家时，我关上房门一个人操作，但是拍摄、
剪辑等工作，做起来都是“事倍功半”，尤其
在录制时突然冒出来的电话铃声、邻居家狗
叫声、小区里装修的敲击声，录了进去，都会
前功尽弃，推倒重来，是所谓“录像几分钟，
要花半天功”。好在我总算录成了许多“音配
像”资料，偿了自己的夙愿。

今年春节里，我把重新制作好的，一段为
中国民族广播乐团《夜深沉》配奏的视频，发
到了微信群里去，虽然在前面写明了是“音
配像”，但是在收到的 40 多条回馈里，除了
有二三位朋友看出我左手的“指法”有破绽
以外，绝大部分观者，还是认为真是我在演
奏。点评声中，诸如“宝刀不老、金老真棒、真
有才、不容易”等赞扬声四起，看了后又喜又
愧，有愧的是，我不想欺世盗名，糊弄大家。
所以要以这篇文章，向大家说明事件的

由来和真相；也想告诉大家，拉琴虽然是假
的，但是制作的时间和功夫，不比真的拉琴花
的少。由此产生的乐趣和效果，比起真的拉琴
也并不逊色。虽然我素来不追求和讲究“养
生术”，但是以一个过去在单位里是个“半条
命”的病弱之躯，现在能够活到 90 多岁，居
然还有这样的兴趣和精神，想来是由于有着
一颗未泯的童心，加上培养多方面的生活爱
好，常常动脑筋，天天有事做，也许这也是老
年人的健康长寿之道。

【生活札记】

Photography视野

荨《编竹篮》 任亨民

▲《春游》 王金棣▲《元阳晨光》 王荣培

【灯下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