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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中的坚守

核心
提示

2019年度全国“最美家庭”不久前揭晓，丹
东市振安区珍珠街道的李秀莲家庭获此殊荣。李
秀莲退休前，在照顾养老院中常年卧床的父亲时，

萌生了创办一家养老院的想法。退休后，为了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老人，她和家人自筹资金创办了福居老人院。让
老人们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是李秀莲创办养老院的初
衷。她和家人用朴实和真诚诠释着尊老爱老、助人为乐的
传统美德，让老人们感受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

6 月的阳光明媚而温暖。
记者走进丹东市振安区珍珠街
道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只见一
栋楼房的楼道口上方立着一块
红色牌匾，上书“福居老人院”五
个大字。

李秀莲和家人10年前自筹
资金创办的这家养老院，现在生
活着 21 位老人，其中年龄最大
的97岁。王天发在老人院创办
之初就来了，那年他58岁，脑梗
后行动不便来到这里，如今身体

基本康复了。
无儿无女的牟忠平是辗转

几家养老院后来到这里的。他
告诉记者：“这里的饭菜好吃，有
家里饭菜的味道；这里的人也
好，在这儿就像在家一样。”他让
记者看墙上挂着的一块小白板，
上面写着星期三至星期六的菜
谱，字迹虽然不是很工整，但从
早饭到晚饭吃什么，写得十分详
细。除了早餐差不多外，午餐和
晚餐都不重样。

她用爱为21位老人撑起一个家
本报记者 曲 宏 文并摄

李秀莲退休前是一家企业的工
会主席。那时，她的母亲已去世，父
亲因病常年卧床，需要 24 小时陪
护。无奈之下，她将老父亲送进养老
院。但作为女儿，李秀莲一直心存愧
疚。每天下班，她都要骑车到养老院
先看一眼父亲，给父亲喂完饭、唠唠
家常后再回家。每次李秀莲出现在
父亲眼前，父亲脸上就洋溢着幸福的
表情。她的丈夫、儿子也常常在休息
日和她一起到养老院陪伴父亲。

李秀莲父亲所在的养老院有不
少老人，去的次数多了，李秀莲和院
里的很多老人都熟悉了。在照顾父
亲的同时，她经常帮助工作人员照顾
其他老人。“帮助递个水，拿个毛巾，
喊个人什么的，都是些小事儿。”李秀
莲坦言，老人因为身体虚弱，对他们
来说，许多小事儿做起来也很吃力。
她看着不忍，总是热心地搭把手，老
人们为此对她十分感激。也正是在
那段时间，她感受到了老年人生活的
不容易，并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帮
帮他们就好了。

怎么帮呢？她想到了办养老
院。特别是想到父亲能在自己办的
养老院里安享晚年，李秀莲心里就美
滋滋的。得知她的想法后，丈夫和儿
子也都支持她。

2005 年，李秀莲开始筹办养老
院。2006年，从企业退休后，李秀莲
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她全力投入到
养老院的筹办工作中。筹资、选址、
买房……所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正当她信心满满地创办养
老院时，她体弱多病、卧床多年的老
父亲突然去世，筹办中的养老院因此
被搁置下来。

每每想起父亲，李秀莲也会想起
那些和她父亲在同一家养老院的老
人们。一有时间，她还会到养老院照
顾那里的老人。

2008 年，购买的养老院用房交
付使用。2009 年，李秀莲办完了养
老院的各种手续。“尽管父亲没能住
进我创办的养老院安享晚年，但社区
里有不少老人想住进来，因此养老院
手续一办完就开了业。”李秀莲说。

因为父亲萌生创办养老院的想法

福居老人院开办初期，规定
不收长期卧床的老人。李秀莲对
此解释说：“这里主要是养老的，
对 于 照 顾 病 人 ，我 们 还 缺 少 经
验。”可是没多久，这项规定就被
打破了。如今，生活在福居老人
院的 21 位老人，一半以上都有各
种各样的残疾，失明的、大小便失
禁的、瘫痪的……李秀莲把每一
位老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

张洪利是社区里的低保户，每
月只有 500 多元的收入，岁数大了
没人照顾，社区把他送到福居老人
院来，李秀莲二话没说，就让他住
了进来。院里现有 3 位农村低保
户老人，李秀莲念着他们儿女打工
收入不固定，每人每月只收他们几
百元钱。

福居老人院里，现在长期卧床
的老人有五六位，都是慕名前来
的。其中一位老人在 2013 年来到
这里，卧床6年多了，竟然没有生过
一块褥疮。

6 月初，老人院还接收了一位
92 岁的老人。这位老人 3 次被医
院拒收，他的儿子早已过世，孙子
每天忙于工作，孙子媳妇又刚怀
孕。老人孙子无奈之下，只好求助
李秀莲。得知这一特殊情况，李秀
莲立刻让这个天天需要鼻饲的老
人住了进来，而且没有多收一分钱
特护费用。

为 了 减 轻 老 人 们 的 经 济 负
担，提高老人们的生活质量，李秀
莲带着几位有劳动能力的老人，
在老人院屋后的院子里开荒种

菜，一方面丰富了老人们的日常
活动，美化了园区环境，同时还使
老人院所需的部分青菜能够自给
自足，老人们都乐于参与其中。

李秀莲一家不但关爱老人，
当老人的家人需要帮助时，他们
也伸出援手。今年春节期间，院
里陈奶奶的儿子来看望她，下午
走后，晚上又折身回来。他不好
意思地跟李秀莲说：“大姐，我离
婚了，实在没地方去，现在只剩一
个老母亲在这里，大过年的外面
的餐馆也不开门，我没有吃饭的
地方……”没等他说完，李秀莲就
拍着他的肩膀说：“弟弟，你母亲
在我这儿，我视她为自己的母亲，
你也就是我的弟弟，不嫌乎姐姐
这儿，就在姐这儿过年。”

让生活困难的老人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采访当日，午餐时间到了，68
岁的李秀莲自己掌勺给老人们分
饭。她知道每位老人喜欢吃什么，
每顿能吃多少。

“长期卧床的人咀嚼有障碍，吃
米饭容易呛了，所以不能给他们吃
米饭，可以给他们吃馒头、包子什么
的。”“都说老人不能多吃盐，但有的
人得多吃点儿，要不就会缺碘。”李
秀莲说，“伺候老人的时间长了，就
摸索出经验来了，张三需要这个，李
四可能需要那个，我心里都有数。”

为了随时掌握老人们的身体变
化情况，李秀莲一直掌勺给老人们
分饭。她说，通过老人饭量的变化，
她能知道老人的身体变化情况。老

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她总是第一个
知道。这是她摸索出来的经验，所
以别人干这个活儿她不放心。

李秀莲对每一位老人都特别上
心，细心观察每个人的生活细节，这
是她 10 年来养成的习惯。谁今天
吃得少了，不爱动了，她都及时量体
温、测血压，发现异常及时送医。

体温计、血压计、注射针筒是福
居老人院里不可缺少的三样医疗用
品。在几位长期卧床老人的床边抽
屉里，都有几个消毒了的注射针筒，
这是李秀莲根据多年经验，专门为
他们准备的喂食器。由于长期卧
床，他们的咀嚼功能弱化，不能正常
吞咽，她就和服务人员用注射针筒

从老人的嘴角推送食物，这样就不
会呛着老人。

在老人院里，李秀莲视每位老
人为自己的亲人，每逢老人过生日，
她都给他们做爱吃的饭菜，买爱吃
的水果，让老人们真正享受到家庭
的温暖。

下午4点，记者结束采访时，出
去散步的老人们陆续回来了。他们
坐在不大的客厅里看电视、聊天。
97 岁的戚本祥口齿清晰地说自己
中午吃了 4 个包子，刚打完针的牟
忠平和 82 岁的腾忠平说自己的身
体感觉好多了。听着老人们平淡地
交谈，让人感到初夏的午后，时光是
那么安详。

一日三餐掌勺为老人们分饭

李秀莲与部分生活在福居老人院的老人们合影。

李秀莲与儿子在福居老人院门前合影。

李秀莲在运营福居老人院
过程中，备尝艰辛。10年间遇到
的各种困难和艰难程度让李秀
莲始料不及。

第一道难关是辛苦关。自
从办了养老院，李秀莲就没了节
假日。每天早晨不到6点，她就
要起床为老人烧水、做饭、收拾屋
里屋外，为不能自理的老人清洁
个人卫生、喂饭。每天夜里，她和
儿子都要有一个人留在老人院
住。“一是为了防火防盗保障安
全，二是一旦有老人生病，能第一
时间知道。”李秀莲说。

第二道难关是委屈关。人
们常把老人说成“老小孩”，“老
小孩”一般都有点儿特性，20多
位老人的养老院里，每天状况不
断。每当看到有老人不开心时，
李秀莲总是又哄又劝，就像亲闺
女一样。有位老人和侄子闹了
矛盾，侄子不愿意再来看望。李
秀莲就对老人的侄子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从谁都有老的一天说
开来，让他多来看看老人，多关
心老人。老人的侄子后来有了
转变，老人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不让老人难过，也不让家属将来
后悔，这是李秀莲每次做工作的
出发点。有时要反复做几次工
作，问题才能解决，在这个过程
中，李秀莲有时会被老人埋怨，
但她总是把委屈埋在心底，“说
心里话，被老人误解时，我觉得很
委屈，后悔办养老院不如开幼儿
园，可看到有困难的老人在这里有
了着落，我就不后悔了。”

第三道难关就是家庭关。
家人是她办养老院的精神支柱
和得力助手。最初，李秀莲和老
伴相互支持经营养老院，可天有
不测风云，2012 年，李秀莲的老
伴因工伤意外去世，突然的打
击，让她一病不起。可养老院里
还有20多位老人每天都需要照
顾。此时，李秀莲的儿子殷伟强
果断辞掉公交司机的工作，接过
了母亲在养老院的工作。他对
母亲说：“我们家遇到了不幸，可
养老院不能趴窝，还有那些老人
需要咱们呢。”有了儿子这个坚
强后盾，想着养老院那些朝夕相
处离不开她的老人，李秀莲 重
新振作起来，和儿子一起，又全
身心地投入到这份事业中。

福居老人院除了两名服务
员和一名厨师负责一些工作外，
殷伟强现在接管了其他大部分
工作。他最大的心愿是想把养
老院重新装修一下，让老人们的
生活环境更舒心。

福居老人院楼上 207 室的
曲仁久，和福居老人院同一年
入住这个小区。这些年里，他
目睹了李秀莲一家人对老人们
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他说：

“福居老人院能坚持下来，真是
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