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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桂五镇敬老院院长李银江在敬老院工作了35年，从“小李”变成了“老

李”。2017年退休后，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当作自己的父母，为他们养老送终。“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见证了他爱老敬老的初心和坚守。他说，他要让所有

的老人在敬老院感觉到有家的温暖。

“最看不得别人有困难”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桂五镇上，
一排白墙灰瓦的小洋房，在绿树掩映
中格外显眼。略微掉漆的门框彰显出
岁月的痕迹，门前灰青色水泥路上，
留下了几代人的足迹，也见证着一个
个敬老爱老的感人故事。

桂五镇敬老院宽敞的院子里，修
剪整齐的苗圃、青翠碧绿的菜园、清
澈见底的池塘……老人们趁着中午阳
光正好，在院子里三五成群地聊着
天、晒太阳。一棵枝叶阔大的芭蕉树
下，几位老人身着白色练功服打着太
极。

这棵芭蕉树，还是李银江多年以
前种下的，如今早已枝叶繁茂，正如
这所欣欣向荣的敬老院。在敬老院

“大当家”的位置上，李银江已经做
了整整35年，这里也从最初的7位
老人，增加到现在的200余位，老人
们从不了解不愿来到争着来盼着来。
虽然白发早已爬满李银江的发梢，但
老人们还总是习惯叫他一声“小李”。

李银江总是和别人这样介绍自
己：敬老院里老人们的“儿子”，乡
村孤儿的“爸爸”，流浪乞讨人员的

“家里人”。这些年，他先后为近百位
五保老人送终，让60余位流浪乞讨
人员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帮助近20
位有困难的残疾人掌握了谋生技能，
还资助了 20余位孤儿。在桂五镇，
很多人家里都有张李银江的民情联系
卡，“印了有2万多张了，最看不得
别人有困难。”这些年，他几乎没有
分内分外、上班下班的概念，手机
24小时开机，谁有困难随时都可以
找他。

很多人感动于李银江的坚守，也
有些人不理解他的选择。其实别说其
他人，就连李银江自己再回首来时
路，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自己竟已
从事养老事业半辈子的时间。“刚接
到筹建敬老院任务时，我才 29岁，
那时候心里确实打退堂鼓，觉得自己
那么年轻就和老人们打交道太过枯
燥。”李银江说。

李银江的心事马上被父亲看穿。
“我的父亲是个孤儿，从小是吃百家
饭长大的，他告诉我，这是替他回报
乡亲们恩情的好机会，况且我是一名
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在老百
姓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李银江
说，父亲虽没什么文化，但那天那番
话，却让他受用终生。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1986 年，李银江正式转换身

份，从村支部书记变为桂五镇敬老院
院长。“政府只交给我 4.2 亩荒地，
地面上一块砖一片瓦都没有。”李银
江就拉上队伍，找石头、运沙子，吃
住都在工地，90天的时间，在杂草
丛生、崎岖不平的 4.2 亩丘陵荒地
上，一座拥有12间平房的敬老院平
地而起。

然而，敬老院建起来了，却没有
一个老人来入住。李银江便一家家登
门拜访，了解老人们的担忧和顾虑。

“老人们最怕的是将来院长换人了，
没人为他们养老送终。”李银江承诺
老人们，“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
子，只要你们有需要，我就哪都不
去，就在养老院。”就这样，7位老
人成了敬老院的首批住户。从此，为
老人擦洗身体、端屎端尿成了李银江
的日常工作。

在农村，为老人送终尽孝是一件
天大的事。五保户李奇山是桂五镇敬
老院第一个离世的老人，李银江叫来
妻子和自己一起搭建灵堂、戴黑纱、
守灵送葬，“该有的一点都不差。”李
银江的老父亲知道后，心里很不舒
坦，父母尚在，儿子却为他人戴孝守
灵。很长一段时间，父母不能理解李
银江的做法。“让父母伤心，我心里
也不舒服，但这是我该做的。这些老
人无儿无女，我不为他们养老送终，
谁为他们送终？”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所
做的事是真心真意还是虚心假意，他
们一看就明白，看着那么多老人对我
那么感谢，父母也慢慢开始理解，我
也就越来越有干劲儿。”李银江说。

经过多年的发展，敬老院也由小
变大，占地面积扩大了10余倍。看
着这家乡镇敬老院越办越好，周边的
孤寡老人纷纷主动加入大家庭。虽然

敬老院里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但很
多老人的护理工作，李银江还是习惯
亲力亲为，“这么多年，我们早已是
父子母子情，照顾他们，习惯了。”

越来越年轻时髦的“敬老院”

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每年这个
时候，李银江习惯到敬老院的追思堂
给故去的老人们擦擦遗像，和他们诉
说自己的思念之情。老人们把他当作
儿子，而他心里也早已把他们认作没
有血缘关系的父母。

走到一位老人的遗像前，他不禁
泪眼婆娑，这是与他相伴30多年的

“陈妈妈”，也是从敬老院建院第一天
就进来的五保老人之一。她一辈子无
儿无女，把李银江当成亲儿子。

“与其说是我在陪他们变老，不
如说我们在相互陪伴，这些年，他们
也给了我很多的温暖。”李银江至今
还记得陈妈妈递给他的那根雪糕。

李银江记得，那年夏天格外热，
有天中午趁人没注意，陈妈妈独自一
人出去，用5元钱买了根雪糕。因为
她行动不便，天气又热，回来时，雪
糕已经化了不少，弄得满手都是。她
双手捧在李银江面前说：“儿啊，快
吃了，我洗过手的。”李银江说，他
捧着陈妈妈的手，吃完了世上最甜的
一根雪糕。没承想，几天后，陈妈妈
就永远地走了。李银江披麻戴孝为老
人家办了一场体面的丧事，在墓地失
声痛哭，长跪不起。

这样的生离死别，李银江在35
年间经历了将近百次。“每次出差在
外，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敬老院的
老人们，特别是失能老人，只有跟他
们在一起，我才安心。”李银江说，

“送走的老人多了，晚上最害怕电话

铃响，电话一响我就提心吊胆，十有八
九又是老人出事了。”

很长一段时间，李银江最大的愿望
就是敬老院也能有个卫生室，“老人突
发病多，就近就医太有必要了。”李银
江不记得向县卫生局、桂五镇镇政府递
交了多少份报告申请，最终敬老院终于
有了自己的卫生室。“吃药、输液都不
用去镇上了，方便多了。”李银江高兴
地说。

“让每个来到敬老院的老人都能老
有所养，享受天伦之乐。”这是29岁的
李银江向敬老院最初的7位老人许下的
诺言。如今虽已两鬓斑白，但李银江
说，这依然是他的初心，并且因为这个
承诺，他有使不完的干劲儿。

为了让老人在敬老院感受到家的温
暖，李银江这些年创新出不少“金点
子”：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桂五敬老院
老人自治委员会，院内大小事务一律上

“院委会”，交给老人自己管，李银江只
负责总体把关；敬老院的老人大多在农
村劳动惯了，有着深厚的土地情节，李
银江便兴办“农疗园”，开发出菜地、
粮田，老人劳动全凭自愿，并按工分算
账，每位老人凭着自己的劳动都成了

“万元户”；敬老院的老人多是五保老
人，他们内心渴望有个老伴，李银江还
主动当起“月老”，在李银江的撮合
下，多位老人步入婚姻，敬老院里的夫
妻房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2017年 3月，李银江到了退休的
年纪，他舍不得这些老人们，申请继续
工作。为了方便照顾老人，他和妻子干
脆把家搬到了敬老院，他专职当敬老院
长，妻子则成了一名志愿者。同一年，
李银江当选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代表。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李银江把自
己和老人们的故事带上全国两会，倡
导全社会重视养老事业，传承中华美
德。每次从北京回来，老人们总是围
着他问这问那，还有位90多岁的老人
因为受他的影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虽然李银江和老人们都在一天天变
老，但敬老院似乎却越来越年轻“时
髦”，似花园又似宾馆，能在里面养
老，成了让人羡慕的事。这些年，敬老
院建起了500平方米的镇老年人活动中
心，购置了县里都稀罕的高清播放设
备，“现在村里的老人能看上南京正在
放的电影，同步享受文化生活。”

“很难说是我离不开这些老人，还
是老人们离不开我，我们互相需要
吧。”李银江说，他对敬老院的未来还
有很多规划，但不急，因为他要在此奉
献一生。“到时候干不动了，我就带一
个新的团队，让小年轻的来做院长，我
来给他出谋献策，继续做个志愿者，为
老人们做好服务。”

山村敬老院有个“大当家”
本报记者 郭 帅

虽然身高只有1.2米，但肢体残
疾人王华银却是家庭的顶梁柱。

位于贵州省福泉市牛场镇双龙村
的华银养殖场内，王华银每天都要向
牛栏里投喂饲料，检查牛的生长情况。
查看牛的状况对他而言有些吃力，他
需要用力踮脚拉住牛笼头套，再顺势
将牛头拉低。

“牛的长势不错，等出栏一定能卖
个好价钱。”作为养殖场老板，王华银
的脸上满是笑容。从11岁那年开始，
他一米二的身高就没再长过，但他心
中的梦想却从未停止，疾病反而让他
越挫越勇。

今年 37 岁
的王华银因为身
体残疾，出外打
工屡遭碰壁，这
样的遭遇不但没
有压垮他，反而
激发了他的斗
志。2007 年，王
华银看准了贩牛
生意。为了做好
这门生意，他走
遍了福泉的每一
个村寨，也常常
去邻县的牛马集
散市场考察。每
次无论多远，不
管天气如何，他

都要将牛赶到买牛的人家，最远的一
次走了60多公里路，从早走到晚，脚
上的水泡都磨破了，钻心地疼。

“每次只能赚 20元左右。”只赚
取贩牛的差价，不是王华银的初衷，
他决定换个思路，自己养牛。他向亲
戚朋友借款2万余元，从粮草储备到
圈舍修建，以家养的 4 头牛为“班
底”，但因为缺少资金和技术，迟迟不
见进展。

许多人都在背后议论，一个矮子
连走路都成问题，怎么会养得好牛呢？
一米二的个子，犁比他还要高，他跟在
牛的后面，只得将整个身体的重量压

上去，摇摇晃晃、歪歪扭扭地翻土整
田，一不小心就会犁到脚……对于其
他人的议论，王华银不在乎，“说一千
道一万都没有用，只有干出点成绩来
了别人才会相信。”他继续埋头苦干。

幸运的是，王华银的“牛事业”搭
上了扶贫政策的“快车道”，当地残联、
信用社等部门积极帮助他解决困难。
王华银自己也争气，各处学习养殖技
术和经验。两年后，努力得到了回报，
养殖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不仅还清
了向亲戚朋友借来的钱，还购置了一
辆小货车。后来，王华银又大胆地跟信
用社贷款了10万用于扩大规模，创办
了属于自己的小微企业——福泉市华
银养殖场，此后不久，他就在当地颇有
名气。

“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
断。”王华银懂得这个道理。看到周边
乡亲纷纷外出打工，家里残疾人、留守
老人、留守儿童生活孤苦，王华银心里
着急，“我当时就想，要把大家留下来，
抱团发展养殖业。”

说干就干，2016年3月，他和寨上
两个村民共同投资50多万元，利用自
家的闲置土地，再租用邻居的土地大
约40多亩连成一片，带领周边11户农
户组建银富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生
猪养殖，其中残疾人有6人。养殖场成
立之初，资金不够，合作社就通过小额
信用贷，边建设边投入，建成一栋使用

一栋，如今养殖场总面积已经有4000多
平方米，年销售收入也达百余万元。

现在，王华银成了十里八乡的“名
人”，村民们都习惯叫他“矮哥”，从前对
他的质疑早已烟消云散。“没想到他小小
的个子有这么大的能量，跟着他干，不用
出去打工也能挣得比外边多，老人孩子
也都有时间陪了。”村民们总是对他充满
感谢，每次这种时候，王华银总是不好意
思地马上走开，摆摆手说，“都是小事情，
不值一提。”

这些年因为创业，王华银对孩子的
陪伴不算多，但他的名字却常常出现在
孩子的作文里。在孩子心里，自己的爸爸
个子虽小，却是一个让人尊敬的爸爸，他
常把爸爸的故事带去学校，和同学们分
享自己的那份骄傲。

有了家人的支持和乡亲们的认可，
王华银的干劲儿更足了。为了帮助更多
残疾人，他还在养殖场内设立了“办学
点”，农闲时节，他就和农户们一起探讨
养殖技术和经验。此外，他还一直在默默
帮助那些困难家庭与残疾人家庭，免费
将仔猪送给当地有困难的残疾人，并且
定期下户进行技术指导。

“只要他们有需要，我就会一直为他
们服务。”王华银说，“有能力为乡亲们做
点事，尤其是帮助更多残疾人兄弟姐妹，
一直是我的梦想，如今做到了，这比我自
己创业成功还高兴。”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自强
模范、全国道德模范……这些年，王华银
得到了很多奖励和荣誉，这让他惊喜之
余，也更知道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只要
有梦想，肯脚踏实地地干事，生在这样好
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的。”未来，王
华银还计划着再扩大养殖场规模，“这样
就能带着更多的乡亲们一起致富奔小
康，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小个子”也有“大梦想”
本报记者 郭 帅

“军军，对不起，妈妈最近工作
很忙，不能如约来看你了，最近可能
也不能随时回你的信息。你是15岁
的小男子汉了，照顾好爷爷奶奶，好
好做功课，有啥想法随时跟妈妈沟
通哦。”一天忙碌的志愿服务结束
后，江苏无锡梁溪区政协委员胡红
兰脱下“红马甲”，急忙从兜里摸出
了手机，给远在千里之外大别山的

“小儿子”发信息。
“嗯，放心吧妈妈，你也照顾好

自己！等你不那么忙了，要来看我。”
不一会儿，“小儿子”就回复了消息，
还附了一张比心的自拍照。看着孩
子上扬的嘴角，胡红兰的脸上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

胡红兰和“小儿子”相识于10年
前。她永远记得第一眼看到他的样
子：瘦瘦小小，怯生生的，不敢正眼
看人，问什么都不回答，只是低着
头，瑟缩在校长的身后。当时，胡红
兰来到大别山区的一所贫困小学助
学，给孩子们送去了书本、文具等学
习用品后。胡红兰问校长：“有没有
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我可以长期
资助。”于是，胡红兰认识了军军。

“校长告诉我，这个孩子身世悲
惨，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着，在学校
里也比较孤僻。”胡红兰说，“当这个
孩子来到我面前时，看着他那种又害
怕又不安又提防的样子，我突然意识
到，除了物质上的资助，也许孩子更
需要心理上的温暖和陪伴。”自那以
后，胡红兰便认下了这个“小儿子”。

从此，一根网线，将他们串联起
来。网线这头，胡红兰不管工作多
累，每天都会记得给军军打个电话，
关心他的近况，倾听他成长中的收
获和困惑。有时是简单的一句“变天
了，要加衣”的关切留言，有时是一

个多小时的语音或者视频通话。网线
那头，一个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孩子逐渐卸下了“铠甲”，真切地接受
了来自另一个“妈妈”的温暖。

“刚开始孩子不怎么愿意多说话
的，每次电话里就是嗯、啊的。忘了从
什么时候开始，他愿意多说几句了，甚
至有了我们之间的小秘密。渐渐地，他
什么都想跟我分享，考得不好跟我说，
家里的烦心事也跟我说，我发现他开
朗多了。”军军的变化让胡红兰意识到
陪伴的巨大力量。

这10年来，胡红兰记下了军军学
校所有任课老师和班主任的联系方
式，一个个去沟通孩子情况。“我毕竟
离得远，希望老师们能关注孩子的心
理状况，多鼓励多表扬。”每逢期中期
末考试，胡红兰也会及时和班主任老
师沟通孩子的情况，时刻关注孩子的
进步。“我非常感激老师能和我一起努
力，帮助这个孩子挣脱家庭的泥沼，走
到阳光下，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生
活、成长。”

“陪伴军军的这10年，真的改变了
我很多，我深刻地感受到，扶贫也要助
教，助教更需要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绝对不能忽视。”多年来，胡红兰
一直长期资助困境儿童，同时她利用
政协委员的身份，长期关注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关注着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公益事业。她和她的团队积极投身
当地政府部门等实施的多项未成年人
保护、在校师生心理服务项目，并长期
承担政府热线12355（青少年权益保护
热线）的日常工作。“如今，心理压力已
经成为阻碍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
我想通过身体力行，为更多的青少年
心理健康尽尽绵薄之力。”

（汪澜）

无锡梁溪区政协委员胡红兰：

捧着一颗心来 守护“蓓蕾”成长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科大
讯飞近日推出“科大讯飞AI教育
公益·1000台学习机免费送”活
动，捐赠1000台学习机送给符合
条件的教师，帮助广大老师以及孩
子们减轻负担。

据介绍，此次公益活动面向执

教于中小学，并且孩子正就读于中小
学的老师们，符合条件的老师通过关
注“讯飞AI学习机”官方服务号进
入报名后，科大讯飞AI学习机微信
视频号进行直播抽奖，中奖的教师朋
友们可以选择线下门店或邮寄的方式
领取学习机。

科大讯飞AI教育公益捐赠1000台学习机

本报讯（记者 顾磊） 今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期间，抖音电商发
起“富域计划丰收节活动”，上线
超过20万款农副产品，助销区域
特色农货4323万单，销量同比上
涨284.1%。

今年 4 月，抖音电商推出
“富域计划”，旨在借助内容、技
术等优势促进区域特色农货产销
对接。丰收节前夕，该计划特别
推出了“富域丰收季”活动，活

动期间，“富域计划”深入浙江、陕
西、四川等多个省份的上百个县，
携手农产品达人和当地新农人，在
当地开展直播带货。

此外，抖音电商基于兴趣电商
的特点，通过“丰收去寻鲜”“全网
都在找秋芬”“丰收秋芬舞”等互动
挑战，鼓励视频达人和用户创作短
视频，展示农时农事、传递各地秋
分时节的丰收喜悦，让更多人了解
到中国农耕文化。

抖音电商助力丰收节

本报讯（记者 照宁）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如何保障高
龄、独居、空巢等特殊困难老年人
的基本生活，尤其是看病续方的需
要，成为厦门市社区工作的重点之
一。此次厦门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厦港街道巡司顶社区的助老员
们纷纷行动起来，为社区老人送药
上门，做好健康管理。必要时，社
区家庭医生还会上门问诊。

记者了解到，作为厦门市各社
区不断推进养老服务，提升养老服
务水平的一个缩影，巡司顶社区高
龄、独居等困难老人有 130 多户。
连日来，除了送医送药，社区内的
助老员们还在生活上对老人们提供
形式多样的帮助。对于做饭不方便
的老人，社区还依托家庭综合服务
中心，为他们送上爱心餐，让老人
们吃饭有保障。

厦门：疫情防控助老不停歇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心系老年·孝心工程”项目2021年度启动会在北
京举行。活动由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心系系列活动
项目办公室等单位共同开展。来自北京、山东等六个分会场的志愿者代表、
家庭代表等通过爬长城、登泰山、陪伴老年人唱红歌、诵读经典等方式联动
参与，共同见证了2021年度“心系老年·孝心工程”项目的开启。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李银江为老人洗脚李银江为老人洗脚。。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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