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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艳君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为了“远离”孤单和寂寞，合肥市蜀山
区安居苑社区的9位独居老人在社区的建
议下组建了“独居老人互助团”，自从有了
互助团，他们一起散步、买菜、聊天……“大
家相互陪伴，一点也不孤单。”85岁的张正
凤奶奶开心地说道。

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
基，尚余强半。 ——《景岳全书》”

健康快乐周刊

早上结伴买菜

据了解，9 位老人均来自安居苑社区，他
们虽然年龄、性别不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身
份——独居老人，他们常年独居，缺少陪伴，
非常孤单。“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家
里看电视，电视看烦了，我就望着窗外发呆。”
78 岁的刘道芝奶奶说，那种孤单的感觉难以
形容。

和她有着一样感觉的还有另外 8 位老
人，今年年初，在安居苑社区的建议下，这 9
位独居老人组建了“独居老人互助团”，一起
散步、买菜、聊天……老人们发现，孤单的独
居生活渐渐热闹起来了，“大家都是同龄人，
聊天能聊到一块儿，遇到困难，还能互相帮
助，真的挺好的。”张正凤奶奶说，以前自己都
是一个人去买菜，如今每天早上大家结伴去
菜市场买菜，可热闹了，“最令我的感动是最
近大伙还特地聚在一起为我过生日。”

刘道芝奶奶说，现在每天早晨，大家一起
晨练、买菜，下午一起散步、聊天，“自从抱团

‘取暖’后，大家不仅不孤单了，生活也更加有
意思了。”

志愿者分个结对

据悉，9位老人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
也有 74 岁了，考虑到老人们年纪都比较大，
为了给他们在生活上提供更多切实的帮助，
社区还特地安排辖区红烛志愿服务站的志愿
者与他们一对一结对，长期为他们提供志愿
服务。

这些志愿者由大学生和热心居民组成，
他们不仅帮老人打扫卫生、帮忙代买米油，还
定期上门看望、陪老人聊天……在他们的帮
助下，老人们的“互助”生活更加便利了。

传达室大爷笔耕不辍两年

传达室大爷著书记录“中华精粹”

毅然撑起一个家
在合肥市田埠社居委蜀新苑小区东区袁美娣的家

中，70 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的回迁房内摆放着老式的
旧桌椅，破旧的电视和床铺，但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
床上的被单和被罩清洗的干净整洁。袁美娣老家在浙
江宁波，和前任丈夫因为家庭矛盾被迫离婚，五年前，
袁美娣独自一人来合肥打工，经人介绍后认识了现在
的丈夫秦家友。

刚结婚那会，丈夫秦家友的精神状态就不太好，曾
一人跑到六安，一家人找了好几天。没过多久65 岁的
公公中风瘫痪在床，婆婆又有轻度的精神疾病。“刚结
婚那会，觉得日子难过，但是我想不管怎样，日子都要
过下去。”袁美娣说。

伺候一家人的三餐，袁美娣还要给他们洗刷，给婆
婆洗澡，推着公公出门转悠。丈夫没法工作，她就在附
近的小区和酒店里给人刷盘子，做保洁，一个月两千多
元的收入维持开支，还能照顾家里。

袁美娣和前任丈夫还有一个孩子，两年前，18岁的
儿子从宁波来合肥看她，不幸遇到车祸身亡。“儿子很
孝顺，自己打工还给我塞钱。”提到离世的儿子，袁美娣
无比的心痛。

日子逐渐好转
有人对她说过，如果坚持不下去了，不如回老家，

那里还有亲人，但袁美娣从未想过离开。“就是觉得他
们家人好，实在，对我也不错。”

她把省下的钱都给丈夫和公公看病吃药了。“公公
瘫痪的时候，只能趴在椅子上到处爬，我就尽力将他扶
起来；丈夫精神不好，我就哄着他，要像哄孩子一样，尽
量不给他压力。”丈夫是公婆唯一的儿子，照顾好公婆
也是替丈夫尽孝。这些年，在袁美娣的细心照顾下，公
公虽然半身不遂，但能下地行走了，丈夫的精神疾病也
好转了很多。婆婆也经常在小区里或者菜市场上和人
吵架。“我就在家里给她做好吃的，然后哄着她，好让她
不要在外面惹事。”这些年，袁美娣从来没有给自己过
一个生日，却每逢婆婆的生日，她都要去买一块蛋糕回
来，然后做一桌子好菜。

除了打工，他们一家也是低保对象和计生特扶家
庭。“每个月我都给他（丈夫）三四百元零花钱，让他自
己买东西，可他总是舍不得给自己买，总买回一些我喜
欢吃的东西。”

“想有个孩子，能叫叫妈妈”
一家四口，靠着袁美娣一人撑着，丈夫和公婆都对

她很是依赖。“我出去打工的时候，他（丈夫）喜欢跟着
我，有时候还跟独自对我说：‘袁袁，我们一家不能没有
你。’”每当丈夫说这些的时候，袁美娣总会默默地流
泪，她也在心里说了无数个“不走，不走”。

去年，在一次检查中，袁美娣意外发现患上了乳腺
癌，随后把左边乳房实施了全切。住院的日子，虽然有
医生护士帮忙，但家里的三口人没人能照顾，袁美娣心
急如焚：“就想早早出来，回家看看。”

面对困难，袁美娣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婚后的五年，在唯一的儿子离世后，袁美娣一直想
有个孩子，一个完满的家庭。“想有个自己的孩子，
家里多个人，能每天能叫叫妈妈，他（丈夫）也能有
个 依 靠 。”袁 美 娣 甚 至 想 过 从 孤 儿 院 领 养 一 个 孩
子。“嫁到他们家，就想把日子过好点。”袁美娣爽朗
地笑着说。

一家四口，三口残疾

坚强儿媳独自撑起一个家

9位独居老人
组建“互助团”

□ 郭俊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71 岁的张永龙大爷是合肥
市稻香村街道一位普通的传达
室大爷，整理书报、值班……是
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工作之余，
他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写作，
令人钦佩的是他在工作之余，还
抽空花费两年时间，著书记录
“中华精粹”。

□ 尹艳飞 刘亚萍 星级记者 俞宝强

爱人和婆婆精神残疾，公公中风瘫痪在床，唯一的儿
子出车祸身亡，家庭和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48岁的袁美
娣身上，这些年，她照顾婆婆如同自己的母亲，照顾丈夫如
同自己的孩子，自己从未过过生日，却剩下钱来偷偷给婆
婆买蛋糕，给一家人洗刷做饭，打零工维持生活。在她的
细心照顾下，公公能下地行走了，丈夫精神疾病也不再复
发。“丈夫一家都是好人，我不能也永远不会离开。”

9位独居老人组建“互助团”

9岁开始记录故事

张大爷自幼喜爱文学，从小便熟读《三字经》、
《百家姓》，在父亲的影响下，9 岁起，他便开始记录大
人们讲述的故事，“遇到不会写的字，我就请教父
亲。”他说，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给他的童年带去了
许多欢乐。

伴随着记录故事，他还开始尝试着写作一些原创
故事，时至今日，他仍经常创作一些诗词、故事等。长
大后，张大爷当过农机技师，还干过会计，虽然从事的
工作与文学关系不大，但他对于文学的那份热爱却始

终没有放弃。

不忘著书记录“中华精粹”

退休后，张大爷来到稻香村街道办事处干起了传达
室大爷，整理书报、值班等是他每天的工作内容，虽然辛
苦忙碌，但他仍忙中偷闲，创作诗词、故事、谜语等。

2013年起，张大爷还特地花费两年时间，写了一本
《中华精粹》：“这本书还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我原创的
诗词、故事、谜语等。”

在女儿、女婿的帮助下，今年 1 月，这本书的书稿
被整理成册并印刷了出来，“一共印刷了 500 本，共计
花费了 7000 元。”张大爷说，看到书稿变成了铅字，自
己非常高兴，“我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有朝一
日，这本书能正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