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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女子为 2600 名深山独居老人送去“子女”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供图：受访者

“妹妹你诺诺睡睡，阿爹去赶街街，买
给你小花糖糖……”6 月 16 日，父亲节，看
着手机里阿朝兴老人弹起三弦唱着歌谣的视
频，46 岁的长沙女子钟铁华泪眼婆娑。

作为“关怀深山独居老人”公益项目的
负责人，从 2016 年起，钟铁华和她的团队
来到云南省施甸县，在当地村民中培养陪伴
人员，为留守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在陪
伴人员的关怀下，原本孤僻的阿朝兴老人变
得越来越快乐开朗，还经常拿出笙和三弦为
大家唱歌。

如今，在钟铁华团队的帮助下，已有
2600 多名像阿朝兴一样的老人，虽然独居
深山，却拥有了专属“子女”的陪伴。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第一次来

到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布朗族

老人阿朝兴家里时，钟铁华还是

被老人家里的环境“吓着了”。

三进间的平房外面，堆满了杂

乱无章的柴火和杂物，窗户已经

透不出一丝光亮，从勉强能容纳

一个人侧身而入的门进到堂屋中，

是一个常年不熄的火塘——阿朝

兴就蜷缩在火塘旁边席地而睡。

和钟铁华一起来阿朝兴家走

访的，还有哈寨村陪伴人员杨丽

梅和阿庆月。除了走访之外，钟铁

华更重要的任务是为两名陪伴人

员做示范和培训——如何打破壁

垒和老人们沟通。

“笑是最好的语言。”6月16日，

钟铁华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从微笑和家长里短的聊天开始，等

到老人慢慢放下戒心后，可以试着

帮老人剪剪指甲，捏捏肩膀，“你如

何对待你的父母，就怎么对老人。”

在钟铁华的指导下，杨丽梅和

阿庆月开始为阿朝兴老人提供服

务。点点滴滴、涓涓细流地做些琐

事，日积月累地去探望和聊天，老

人渐渐话多了起来。

和老人同宗同族的阿庆月，每

次都很亲切地喊阿朝兴“老外公”。

阿朝兴有白内障，眼睛看不见，阿

庆月生怕老人摔到火塘里烧伤。“我

说你不要自己摸黑，晚上我来扶你

去睡，你要等我。”阿庆月说，老

人一般晚上10点睡觉，他和杨丽

梅每天轮流去扶他躺下了，才回家

睡觉。时间一长，阿朝兴开始每天

都等着阿庆月的这个“晚安”。

钟铁华告诉记者，阿朝兴最喜

欢有人听他吹笙和弹三弦，在音乐

里，老人瞬间变得年轻欢快起来。

只要有时间，阿庆月都会来陪老

人弹琴唱歌。

精准扶贫政策让阿朝兴的日

子越来越好，乡政府带着老人去

县医院做了免费的白内障手术。

手术后，阿朝兴重见光明。政府

还帮阿朝兴申请了危房改造补贴，

拆掉旧房子，建起新房给老人住。

经过大量实地的调研和

走访，在当地党委政府和

民政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2017 年，钟铁华和“关怀深

山独居老人”项目团队把云

南省施甸县作为项目示范县。

坚持让本村人担任陪伴人

员，是钟铁华在秦岭山区尝试

出的经验——相较于外来的志

愿者和社工，本地人更了解当

地情况，与老人沟通也更容易，

成本也相对更低。

此外，陪伴人员的选定

还有其他的条件。

首先，要会骑摩托车。

施甸县 75% 是山区，作为一

名陪伴人员，要陪伴 30 户

老人。其次，还要会用智能

手机和电脑，同时三年内没

有外出务工计划。

钟铁华告诉记者，他们

倾向于挑选性格开朗、沟通

能力较强且务实的人来担任

陪伴人员。

按照项目要求，陪伴人

员每个月需要完成陪伴 30

户老人，每户陪伴两次的“规

定动作”，然后，再根据老

人的需求，上门陪伴的“自

选动作”。

帮忙干农活、捡漏修整

房屋、缝补衣服、帮老人取

低保、开车送老人去赶集、

为老人看病请医生，组织老

人一起过节……这些看似简

单的事，对每一位独居、留

守老人而言，却是晚年心灵

的慰藉。

“哪怕有时候只是陪老

人聊聊天，也是一种情感的

温暖。”钟铁华说，老人由

最初的不爱理人变成一个个

“话篓子”，会告诉陪伴人员

自己家的猪病了、跟老伴拌

嘴了，自家种的蔬菜也会给

陪伴人员留一把……

在施甸县民政局局长段

玉元看来，山区山高路远，

很多老人不愿改变生活习惯

搬进政府修建的养老院或养

老服务中心，个性化的公益

项目是民政和扶贫工作的有

益补充，带给老人更有针对

性和可持续性的关爱。

“像阿朝兴这样的老人，

有很多。”钟铁华至今记得 3

年前，大家坐着越野车，在秦

岭山中和云贵高原上翻越，寻

找走访独居老人时的一幕幕

情形。

74 岁的贺养信每顿要吃三

大碗面条，他说，只有吃饱了，

才能活着。贺养信唯一的经济

来源是扎扫帚卖钱，他要爬到

海拔 2000 多米陡峭的秦岭山

腰割箭竹，再背着重达百斤的

箭竹步行回家，往返 20 多公

里。这些扫帚卖给城里的环卫

工人，每把卖18 元。

71岁的李银狗是一位孤寡

老人，家里没有电，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一盏小小的煤油

灯陪他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我

这里在民国的时候就没电，已经习

惯了。”

在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

县瑶山乡八角村，因为太过孤独，

杨有祥老人每天只能跟他喂养的

两头猪聊天。老人独自一人生活的

时间太长，项目组工作人员一行来

到他家门口时，老人马上起身，用

渴望的眼神看着大家，但又不知

道如何开口。

钟铁华说，这些老人，让她

联想到自己家中年迈的父母，“父

亲 38 岁才生了我，我刚进入中年，

爸爸就已经是 80 岁的老人了。父

亲特别疼我。我记得小时候有一

年夏天，他出差时用身上所有的

钱给我买了一条白色公主裙，蕾丝

花边、水晶钉珠、蓬蓬裙摆。我

特别喜欢，那条裙子硬是被我从

长裙穿成了超短裙”。

“老人们年纪大了，腿

脚不方便，理发店隔老远，

头发经常好几个月才剃一

次；发了低保、养老金不

会到银行取钱；不懂如何

办理社保……这些都是乡

村独居老人的现实问题。”

钟铁华说，在调查走访中，

发现这些老人面临的最大

问题，还是孤独。

“‘关怀深山独居老人’

这个项目的定位很明确，

就是为精准扶贫工作添

砖加瓦，发挥社会组织的

职能。通过在各村寻找优

秀陪伴人员，根据老人们的需求，

以陪留守老人聊天、帮老人做家务、

慰问等方式，对独居老人的日常生

活进行照料，给予他们心灵上的

安慰，让他们找到亲情、融入社会。”

钟铁华说，这个项目的诞生，源自

长江商学院 EMBA26 期 5 班的 71

位学生和班主任老师联合发起的

“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经过

大家商议，公益基金项目聚焦在

山区留守老人身上。

最大的问题还是孤独

睡在火塘边的老人

老人们偶尔也会提出一些

“小要求”。

施甸县摆榔彝族布朗族

乡大中村村民李立平是一名

陪护人员，同村的 72 岁孤寡

老人李正相，是李立平花费

时间最多的。

李正相老人是“五保户”，

没有妻儿，15 年前一场意外

导致长期偏瘫在床。年迈的

母亲和哥哥去世后，他成了

独居老人，生活主要靠侄子

和邻居照顾。

最开始去陪伴李正相时，

老人对李立平并不信任，“最

开始还赶我，说‘你莫来’，

我也不在意，还是天天去。”

李立平说，一来二去，老人慢

慢对自己熟悉了起来，也开始

习惯这个“干儿子”的陪伴。

有一天，老人悄悄对李立

平说：“我想洗个澡。”看着

老人害羞的表情，李立平一

问之下才知道，老人已经15

年没洗过热水澡了。

李立平和村里的志愿者一

起上门，为老人理发、烧洗

澡水，还特地去山里采了驱

寒除湿的中草药。在李立平

的帮助下，老人终于痛痛快

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下转 11 版）

15 年来第一次洗热水澡

发展本村人担任陪伴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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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铁华（右）为深山独居老人带去了更多欢乐和希望。

陪伴人员帮老人理发。

李立平抱李正相去洗澡。

陪伴人员帮老人一起干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