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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建立医养、康养相结
合，满足多元化、多层次养老需求的全要素服务
体系，由沈阳中城集团投资近千万元建设的“北
汤颐养中心即乐龄之家示范基地”，6月29日在
北汤国际温泉小镇举办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得到了国家相关行业协会和市区
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乐龄之家示范基地”牌匾
揭牌仪式在中国老基会理事长于建伟致辞后圆

满举行。
兴建北汤颐养中心，是中城集团在国家全

面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按照关于支持国
有经济加大对养老服务投入的精神，体现国企
责任和担当之举；作为助老机构，其建设亦是推
动集团旗下北汤国际温泉小镇实现“东北亚旅
居康养目的地”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据了解，颐养中心建筑面积1700余平方米，

附属颐养公寓上万平方米。其功能，集健康管
理，特色诊疗，社区医院，温泉养生，康复保健，
日间照护，老年课堂，文体娱乐于一体；其建设，
体现了“大健康”的理念，突显了“康养为基”的
特色；有效利用了此地长河生态和优质温泉等
独特资源。

颐养中心的启用，对北汤国际温泉小镇康
养板块的功能配套将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北汤颐养中心即乐龄之家示范基地”落成启用

6月26日，星期六，小雨。钱学峰和父亲钱
吉海又一次来到本溪安康医院看望高光发。

看到因为小脑萎缩几乎不认人的“高爷”流
泪，钱学峰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从凤城到本溪满族自治县；从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钱吉海把高光发接到家中，到 2006年钱
学峰“接班”至今，父子两代接力照顾这位没有
任何血缘关系的老人已经快40年了。

钱学峰告诉记者，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
“高爷”就在他家了，“在我心里，他就是自己家
人，所有照顾他、看望他的事，都是打心眼里去
做的。”

一场工作中结下的缘分

35 岁的钱学峰在本溪县营商局工作，他的
父亲钱吉海曾经是丹东凤城一家供销社的经
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钱吉海被派到农村
合作社，“那时我还不到30岁，因为离家远，平时
就住在单位，就熟悉了高叔”。

钱吉海口中的“高叔”名叫高光发，父母双
亡，孤身一个人，“他那时候眼睛就不行，说是

‘胎里带来的’，干不了农活，村里把他安排到合
作社干临时工。”

在一起工作了一两年，单位人员精简，钱吉
海调回镇上。“其他人也都各干各的去了，就剩
下高光发哪也去不了，留在农村也没有生存能
力。”钱吉海就跟领导说，又把高光发雇到了镇
里供销社。

钱吉海说，因为眼睛有毛病，高光发的生活
能力特别差，“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住在单
位倒好说，吃东西就是东一顿西一顿。”

实在看不过眼的钱吉海就把高光发领到了
自己家，“吃饭就是有什么吃什么，媳妇给他洗
衣服，再买几套换洗的。”

举家搬迁 又把“高爷”接来

高光发住进钱家的时候，钱学峰还没有出
生。“他上边还有个姐姐。”钱吉海说，其实头一
次领高光发回家吃饭的时候，女儿不怎么认
可。

“不过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互相之间也
有了感情，不在乎他穿得干净埋汰了。”钱吉海
又给高光发买了换洗衣服，让媳妇给他洗衣
服。

在钱吉海一家人的照顾下，高光发终于有
了稳定的地方吃饭，也穿得干干净净了。

后来，高光发就搬进了钱家，吃住都是钱家

管。1986 年，钱学峰出生。他说自己到现在还
记得凤城老家的院子里有一处小房，就是专门
给“高爷”盖的，一家人和“高爷”在院子里一起
生活到他10几岁，“真的就跟一家人一样。”

到了 1995年，钱家离开凤城，搬到了本溪。
“我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先搬过来的。”

当时供销社已经解体，钱吉海自己做点生
意。家里搬到本溪县后，他一个人留在凤城处
理善后业务，高光发就跟他住在一起。

1996年，钱吉海处理完了凤城的业务，准备
到本溪县一家人团聚，临走时他问高光发：“你
是跟我搬到本溪县呢，还是我在这边给你找个
养老院住？”

“他说要跟我走，我说那行，等我安顿好了
就来接你。”其实，征求高光发意见时，钱吉海就
想到了他可能要跟自己走，“这么多年我们都扔
不下他了，他肯定更是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
啊！”

钱学峰告诉记者，刚到本溪县时家里是租
的房子，一个厨房一铺大炕，自己和姐姐、妈妈
住在一起，因为“高爷”要来，家里重新找了房
子，但也是“刚能住开。”钱学峰说接“高爷”的时
候，“他哭了，说以为我们不要他了。”

有了落脚处，钱吉海两口子开始为生活奔
波。他们在本溪满族自治县开了家批发店，“那
个时候进货都得自己开车或者雇车到沈阳去
拉，起早贪黑，成天都不太着家。”

钱学峰回忆说，那时家里就剩下他和“高
爷”，到了饭点就到批发店里吃一口，或者是买
点什么对付。

虽然没时间照顾，“可是家里少了这个人也
不习惯。”钱吉海说，那时候隔几天晚上一家人就
要去一趟养老院看望高光发，送去鸡蛋、鸭蛋等
吃的穿的，周末还把高光发接到县里“下馆子”。

钱学峰告诉记者，“偏岭那有个集市，每次
去都留点钱，让他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有一
次养老院院长就给他打电话。

“跟我说学峰你过来一趟吧！我问怎么
了？他说你爷爷兜里可能有钱。我说那正常
啊，每次都给他留钱啊！他说不对，那钱可不是
个小数，你还是过来一趟吧！”

钱学峰到养老院一看，“高爷”在内裤上缝
了个兜，把平时家里人给他没花了的零花钱都
藏在里边。钱学峰数了数，足有3万多元，“有的
钱放的时间长，都放脆了。”

“接班”父亲
他把“高爷”当亲爷爷

在钱学峰参加工作前，看望照顾高光发的
“主力”是钱吉海。2005 年钱学峰从部队复员
后，就接过了父亲的担子，看望照顾“高爷”，给

“高爷”送吃送喝。
在钱家人里，要说和高光发感情最深的，还

真得说是钱学峰。因为从他有印象记事时起，
“高爷”就在家里；钱吉海两口子忙于生意的时
候，又是钱学峰和“高爷”陪伴最多。

因此，钱学峰只要有时间，第一个想到的就
是去看“高爷”。处对象的时候，还领着女朋友

一起去，“她也很善良，知道这件事觉得我这个
人还挺好的，‘高爷’成了我的加分项。”

2009年钱学峰结了婚，不久后有了孩子。可
是这些都没有耽误他去看望照顾“高爷”，“孩子今
年12岁了，从他三四岁的时候就领着他一起去。”

钱学峰告诉记者，在偏岭养老院，“高爷”还
处了个老伴，两个人互相陪伴，心情好，日子过
得津津有味。“以前我们拿去的东西，放在哪就
是哪，有了老伴，都帮他收好。”

年纪大了，高光发的身体也来病了：脑血
栓、小脑萎缩。养老院给他喂药，他说什么也不
吃，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喊钱学峰去，去了就告诉
钱学峰“他们想药死我。”

后来，钱学峰又把“高爷”从养老院转到了
距离县城更近的本溪安康医院养老中心，“虽然
费用高，有的服务还得额外加钱，可是条件好
啊，尤其是医疗条件，老人身体不舒服能及时治
疗。”

钱学峰叮嘱每周要给“高爷”包两顿饺子，
“老人嘛，有时候看别人吃什么就要什么，我又
给他在养老中心存上钱，告诉他们老人想吃什
么就随时给做或者去买。”

现在高光发已经 88岁了，常常糊涂不认识
人。钱学峰每次去看望都要耐心地陪着唠上好
一气，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是老人的亲孙子。

钱学峰告诉记者，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自
己这么多年来照顾“高爷”已经习惯了。有人说
我就像“高爷”的亲孙子，他没有后人，将来养老
送终，我就是“高爷”的孙子。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父子接力 照顾非亲非故的他36年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父亲钱吉海就把高
光 发 接 到 家 中 ，到
2006 年，儿子钱学峰
“接班”至今，父子两代
接力照顾这位没有任
何血缘关系的老人已
经快40年了。

钱吉海（中）、钱学峰（左）父子到本溪安康医院养老中心看望高光发。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