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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遂自荐，
她当上敬老院院长

李建莉原来是一名月收

入三四千元的个体户小老

板，在湘西永顺县城一边做

生意，一边照顾两个孩子。

2007 年 8月，得知永顺县民

政局在毛坝乡成立了一家专

门收留农村孤寡老人的敬老

院后，她便毛遂自荐，要去

乡下照顾这些老人。

这是为什么？

“我经常听当村党支部书

记的丈夫讲起，这些农村孤

寡老人的生活很凄凉。”李建

莉说，“孤寡老人无子女，他

们需要温暖和爱。我们这里

的老人年轻时都为国家作过

贡献，有些还当过兵，他们

的晚年生活应该要有着落。”

经过乡政府各方面的考

察，李建莉当上了敬老院院

长，每月工资 700 元。她的

决定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李

建莉的公公当了几十年村支

书，她的丈夫也是村支书，

长年驻扎在农村。为此，婆

婆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孙

子的任务，大伯和大姑子、

小姑子也表态，让李建莉放

心，家里有他们。

“我婆家人真的很好，公

婆不用说了，丈夫的哥哥姐

姐妹妹，他们一直支援我们

家。公婆有用钱的地方，大

伯子就掏钱，不让我们出；

我的孩子上学，两位姑姑都

出力。女儿现在上中学，就

在我小姑子家住着。”李建莉

说，要不是有家人这个坚强

的后盾，她也不会这么义无

反顾去敬老院，更难以坚持

这么多年。

互相关怀，
老人把她当女儿

敬老院成立之初有 27位

老人，目前是 24 位。

敬老院标配的工作人员

是三名，除了院长李建莉，

有一名护理员，负责老人卫

生和环境卫生；还有一名炊

事员，负责伙食。

李建莉说，工作人员流

动性挺大，尤其是护理员，

有些做几个月就辞职了，长

的也只坚持了两年左右，“因

为卫生工作量大，而且服侍

老人需要耐心和爱心，有些

老人又无法正常表达，所以

的确有不少麻烦。我招人也

很严格，如果发现她不耐烦，

对老人不恭敬，次数多了我

就会辞退”。

李建莉自己也承担了很

多护理工作，给老人洗头、

洗澡、剪指甲等都是常有的

事。有一位瘫痪的老人，大

小便不能自理，这几年都是

李建莉在照顾着。李建莉经

“大胃王”
帮母亲街边卖菜

“照片是女儿一岁的时候

拍的，今年她已经10 岁了。”

12 月3日，看着正跟自己卖

菜的女儿，母亲杨伟金说，

这张图片是当年一名来白毛

坪的游客用手机拍的。前些

日子，自己翻看到了这几张

照片，觉得很有趣，就发在

了微信群里。

原来，小女孩是城步白

毛坪乡城溪村人，名叫陈杨

奥。她个头没有菜担高，却

有模有样地在给顾客称菜。

“这么小的女孩子就能帮母

亲卖菜了，看在这小女孩份

上，不买也得买点。”一位

中年大叔拿过陈杨奥递过来

的菜乐呵呵地说。

小女孩的个头让人怎么

也不能把她与当年的“大胃

王”照片联系在一起。她的

眼睛乌黑闪亮，特别有神，

爱说爱笑，人前“自来熟”。

“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白

不当店长当院长，她让孤寡老人老有所依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艳  供图：受访者

“来，脚放松，别绷着，
怕 不 小 心 剪 到 您 的 肉。”
你可能以为这是儿女与父
母的对话，但其实这是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
县毛坝乡敬老院院长李建
莉在为一位孤寡老人剪脚
趾甲。

为了让老人健康、体面
地生活，曾经月入三四千
元的个体户李建莉自2007
年起就毛遂自荐，来到这
家敬老院照顾乡村孤寡老
人，每月仅仅拿着 700 元
的微薄薪水。一晃 10 年
过去，如今，她已经成了
这里所有老人的“女儿”。

城步“大胃王”小女孩成长记

文、图：通讯员 肖丁勤

前不久，一个一岁多
的小女孩捧着大海碗吃白
菜的图片在邵阳市城步苗
族自治县的微信圈热传，
人 们 称 小 女 孩 为“ 大 胃
王”，也有人好奇：“这个
特能吃的小姑娘是谁？”

12 月 3 日，这个小女
孩在城步县城福龙名都街
上跟母亲一起卖菜，当年
的“大胃王”小女孩已成
长为“家务小能手”和“超
级学霸”。

菜，也喜欢吃腊红薯、腊肉、腊板鸭。”

杨伟金介绍，“她从小自理能力就特别

强，三个月就自己动手抓东西吃；两

岁时，大人在田里忙农活，她就坐在

田基边上剥油菜苔吃；3 岁时，她独

自在家包饺子，想送给妈妈当生日礼

物，没想到煮成一锅饺子粥。”

说起吃，陈杨奥抢过话头说：“6

岁时，我和同龄的堂哥比赛吃饭，他

吃到第七碗时就吐了，我吃了八碗。”

很能吃很懂事，
学习家务样样行

“女儿特别能吃，从不挑食，平时

每餐要吃三碗左右，碰上好一点的菜，

能吃四碗。”杨伟金说，女儿从小就

是男孩子性格，胆子也特大，经常一

个人上山，回来时就能带回一篮子野

果野菜。

陈杨奥说，她跟弟弟从小就是“拆

机器大王”。有一天，爷爷买回一台微

型耕田机，她和弟弟用扳手钳子拆了

个稀烂，还将一个车轮子滚到山脚；

8 岁那年，父亲刚买回一辆新摩托车，

她跟弟弟用剪刀将车子的电路和油路

全剪掉，崭新的摩托几近报废，花

了2000 元才重新修理好。陈杨奥说，

她的梦想是成为画家，弟弟想成为科

学家。她特意拿出她跟弟弟合作完成

的作品，就是收集其他孩子用过的玩

具重新拆解拼装而成的。她给它取了

个好听的名字叫“神奇的小屋”，又叫“催

眠神器”，能发出好听的声音，姐弟俩

每晚听着音乐入眠。

5 岁时，陈杨奥从乡下来到县城希

望小学读书。母亲杨伟金忙于打理村

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陈杨奥就担负

起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弟弟的

任务。人还没灶台高，她就将砧板搬

到矮凳上切菜，再站在矮凳上炒菜。

“我做的菜比妈妈做的还好吃，”

陈杨奥自豪地笑着说，“搬进租房的第

一餐饭就是我做的，那天做的是基围

虾，先用热水将冻虾解冻，再用油炸，

最后拌上干红辣椒，味道好极了！”

陈杨奥现正读四年级，每期都是

三好学生、班上第一名，稳居全年级

前三名。对于女儿，杨伟金感到很欣

慰，也很愧疚：“家里条件不好，让女

儿比同龄孩子经受了更多的苦难。我

从小对女儿疏于教育，亏欠实在太多。”

她希望女儿能快快乐乐成长，等自己

经济条件好转时，带女儿出去好好感

受外面的精彩世界。

常给他梳洗，担心他长褥疮。有时候

背不动老人，李建莉就会叫来丈夫帮

忙，把老人背下床洗头洗澡，再背出

去晒晒太阳。

敬老院男性老年人居多，对于李

建莉的贴心照顾，有些老人一开始很

不好意思，尤其是洗澡的时候。这个

时候，李建莉就会安慰道：“没关系的，

您就当我是您闺女。”

温暖心愿，
想给老人安装热水器

“其实敬老院的老人对我都很好，

不仅会帮我的忙，还会听我的建议，

去菜园种种菜，既锻炼身体，又为厨

房提供了新鲜蔬菜。平时我有一点伤

风感冒，他们都会要我好好休息。”李

建莉说，这十来年，她从来没有后悔，

但中途也确实有想过离开，“那时候，

我猛然发现我的两个孩子都跟我感情

不深了”。李建莉说，大儿子目前在长

沙工作，小女儿在县城姑姑家，两个

孩子都曾和她没有太多话可说。

但是，院里的老人都不希望她走，

老人们说：“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李建莉直掉泪。

她说：“相处这么多年，我和他们有很

深的感情。我关心他们，他们也关心我，

我一说要走，他们都很难过。他们一

辈子无儿无女，好不容易把我当女儿

了，我不忍再让他们失望。”

面对女儿“为什么别人都有爸妈在

身边，我就没有”的质问，李建莉接

她来敬老院，让她看看自己平时的工

作。有一次，李建莉抱老人洗澡时颇

费力，女儿看到后流泪了，也就慢慢

理解了妈妈。

如今已是冬天，李建莉又操心起

老人洗澡的事——因为房间里没有热

水器，要洗澡得从厨房提开水过去，

但很多老人都没有办法自己来完成这

些事。

因此，李建莉现在最大的心愿就

是能给每个老人的房间装一台热水

器，让老人洗澡洗脸更方便。她算了算，

一共需要12 台，因为每两个老人住一

个房间。她自己的工资并不高，2007

年是 700 元一个月，后来在 2012 年

涨过一次，为1200 元 /月。但她的工

资，除了给女儿的书本费外，几乎也

用在了老人身上。比如，老人生病时，

她带着去看病，医药费是能够报销的，

但来回路费得自己贴，要是去远一点

的医院，她还要找地方住宿，也是一

笔开支。但是她不计较这些，她只希

望能让老人的生活更舒适。

扫一扫，为学霸小女孩点赞

扫一扫，转发正能量

陈杨奥五岁左右就开始做饭菜。

李建莉常给老人剪指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