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凤老年公寓 爱的港湾
□ 马越 姚静

卸甲镇龙凤老年公寓2006年创办至今，6年时间共接收90

多位老人，其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占80%，年龄最大的96

岁。创办人杨庆华、马秋红夫妇尽心尽力照料着公寓内每一位老

人的饮食起居，这些老人与其说是他们的“顾客”，更像是他们没

有血缘的父母。近日，记者专程走访了这家老年公寓。

敬孝开启创业之路

2006年年初，由于父母身体不好，马秋红决定辞去工作专

职照顾他们。陪伴老人的日子里，马秋红联想到还有很多与自己

父母一样的老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子女陪伴在身边，无法得到

关心和照料，如果能有一个地方让这些老人安享晚年多好。

马秋红一位在上海杨浦区疗养院工作的亲戚告诉她，大城

市的养老机构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空巢老人安度晚年的去处，现

今创办养老机构是个朝阳产业，不仅能够获得经济收益，而且社

会对于养老机构的支持力度也很大，经常会有人为老人们献爱

心。经过调研，马秋红发现高邮目前鲜有私人创办的老人公寓，

这让马秋红意识到，在高邮创办一个优质的养老机构是一件顺

应社会发展、对社会有益的好事。马秋红的想法得到了丈夫及家

人的支持。夫妻俩东挪西凑了20万元，在亲友的帮助下找到老

年公寓的落脚点———龙奔卫生院。

“当时这里就像一个垃圾场，里面堆满了杂物，院里杂草有

一人多高，房屋大部分都已经坍塌。”马秋红回忆当时卫生院的

情景说。马秋红和丈夫拿钱进行房屋维修和路面铺整，同时购置

床、桌椅等简单家具。2006年12月，龙凤老年公寓正式挂牌营

业。杨庆华回忆，当时只有三位老人入住，经营完全是入不敷出，

他们连续三年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2007年年底，市民政

部门前来慰问时，马秋红的口袋里仅剩下几毛钱。创业初期的

“拦路虎”没有打消夫妇俩创业的决心，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力

求用行动吸引客源的信念，也正是这股信念，支撑着这对夫妇在

收入微薄的情况下坚持了6年。

责任心高于一切

上了岁数的老人身体不确定因素很多，随时会出现突发状

况，深知这一点的马秋红夫妇干脆和老人们同吃同住，半夜还要

去老人们的房间巡查两三趟才放心。“辛苦了一天，晚上躺下后

浑身就散架了，睡着了摇都摇不醒。”马秋红说，为了确保正常巡

夜，她和丈夫硬是强迫自己睡前不小解，以致半夜被尿意憋醒。

“冬天再冷，我们也得坚持，接收了老人我们就必须承担责任。”

马秋红说。

2010年大年初一，雪下的特别大，因为不放心公寓里的老

人，马秋红夫妇决定不回城里过年。当天，一名护工发现81岁的

朱大爷奄奄一息，疑似断气。得到消息的马秋红立即赶去给老人

把脉，发现老人尚有脉搏后赶紧拨打120。“到老年公寓必须经

过一沟大桥，因为雪太大，桥又陡，一开始，医院因担心救护车无

法开进公寓内而拒绝了我们。”为了抢救生命垂危的老人，夫妇

俩请求医院将救护车开至一沟大桥，他们用轮椅将老人从公寓

推至大桥与救护车会合。“不到1000米的距离，把老人送上救护

车时我们已浑身冒汗。”杨庆华说。老人到了医院后，经诊治为脑

梗阻，幸亏救治及时才挽回了性命。几天后，老人安然回到老年

公寓时，握着马秋红夫妇的手，热泪盈眶。

采访间，69岁的瞿登霞老太太突然跑进来向马秋红“报告”

其他老人的情况。马秋红拉过瞿老太向我们介绍说，瞿老太患了

近20年精神分裂症，刚来的时候病情相当严重，而且还长期便

秘。看见老人痛苦的样子，马秋红也是心急如焚。为了让老人摆

脱痛苦，马秋红戴上手套一次次帮老人抠出粪便，并嘱咐护工定

时让老人解手。半年过后，老人不仅身体恢复得很好，还能帮助

马秋红照料其他老人。

亲力亲为做表率

目前，老年公寓内共有38名老人、6名护工，人手紧缺，年

前，唯一的一名男护工也因患病回家休养。今年1月，杨庆华辞

去棉纺厂保安一职，到老年公寓帮忙。

为充分调动护工的工作热情，马秋红夫妇带头当起护工，帮

老人擦洗身子、给老人洗尿布，不仅如此，马秋红夫妇还定期跟

护工们谈心。马秋红经常说：“我们都有年老的一天，将心比心，

希望你们能把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悉心照料。”

公寓里的宋大伯重180多斤，瘫痪多年，一位护工根本无法

独立完成老人如厕、擦洗等任务。由于公寓内没有男护工，只能

由杨庆华每天架起比他重几十斤的宋大伯，再让护工擦洗。“一

天累下来，连伸胳膊都觉得疼。”说着说着，马秋红因为心疼丈夫

哽咽起来。“但是老人身体突发状况太多，不盯着不行，我们在这

儿，护工的责任心才会更强。”

将心比心换理解

6年来，每天早上，马秋红和丈夫都要对每一位老人进行

看、问、查，以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并及时解决病情。老人们的脾

气、个性各有不同，马秋红笑着说：“这些老人们就跟小孩一样，

脆弱的时候需要呵护，生气的时候需要哄，郁闷的时候需要开

导，为此，马秋红夫妇需要逐一‘对症下药’。”

中午吃饭时间，老人们陆续进餐厅找位置坐下，马秋红笑呵

呵地拉着杨老太的手介绍说：“她是桌长，平时不仅表现好，还能

团结其他人。”被表扬的杨老太脸上立即乐开了花，连声说：“小

马才好呢，有她在我们就开心。”

很多时候，杨庆华夫妇需要用耐心和巧妙的方法来和老人

相处。一位朱老太性格急躁，来公寓之前换过十几位保姆，刚来

时很不合群，没有人愿意和她同居一室。为让朱老太“听话”，杨

庆华好话说尽，有一次下雨，朱老太在屋外乱跑，杨庆华刚将雨

衣遮在她身上就被掀掉，为了不让朱老太淋雨，杨庆华只得撑着

伞跟在老太身后，足足一刻钟。还有一次，杨庆华敲门叫朱老太

出来吃早饭，没想到门刚打开就被朱老太劈头盖脸一顿打。多次

接触后，杨庆华发现，朱老太常年得不到子女的关心，加上性格

孤僻，才导致她不愿意和任何人交往。为此，杨庆华专门挑起照

顾朱老太的担子，慢慢地，朱老太也成了一个“乖孩子”。

马秋红不仅是老人们信赖的护工，而且还是老人与子女加

强沟通的联系人。马秋红说：“其实老人很需要子女的关怀，需要

亲情的温暖。”很多时候，她一边帮助老人解心结，一边联系老人

的子女，告诉他们老人们很想念他们，从而在老人和子女之间架

起一座沟通理解的桥梁。公寓内挂着不少老人的家属们送去的

“帮老人解忧，替子女行孝”、“温馨如家，老人乐园”、“养老敬老

不嫌老，能人树人大好人”等锦旗。

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公寓创办至今，社会知晓度越来越大，入住的老人也越来越

多，去年11月份，龙凤老年公寓还被评为扬州市示范性老年公

寓。马秋红觉得，只有足够的责任心、关心、爱心，才能让老人生

活得安心、舒心，让老人的家属放心。

杨庆华夫妇坚持不懈的努力让龙凤公寓慢慢走上了正轨，

但发展过程中资金仍是很大问题。龙凤公寓入住的费用是根据

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来定，最高的每月不过1200元。目前，由于资

金不足，公寓的东围墙还没砌好，因担心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

失足掉进河里，这里只能临时用栅栏挡着以防不测。除了基础设

施的不完善之外，公寓里还缺少一些基本的健身器材，来满足老

人们日常的健身需求。当然，护工难招也是让马秋红夫妇十分头

疼的问题，尤其是男性护工更是少之又少，但马秋红夫妇对龙凤

公寓的发展都很有信心，相信诚恳耐心地付出总会得到回报。

记者手记:龙凤公寓现有硬件设施与大城市众多
的新型养老公寓相差较远，但创办人的细心、耐心却让

人感动。对大多数老人而言，除了吃住条件之外，生活中

最重要的应当是精神上的关怀，一家有人情味的老年公

寓不仅是老人们安度晚年的栖身之地，更是一个充满爱

的生活港湾。

敬老爱老是每一个人应时刻践行的基本道德，我们

的养老事业要有更大的发展和更高的水准，亟待社会

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怀抱一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善

心。除孝敬自家长辈之外，还要关注身边的老年群体，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更多的老年公寓发展壮大，

我们坚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人间。

解读新《职业病防治法》
去年12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于当日

签署第52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施行。在实

施4个多月后，我们即将迎来新《职业病

防治法》颁布后的第一个宣传周。对于新

修法在调整立法宗旨，加强监管力度，理

顺监管机制，完善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

等方面有了显著进步。

一、明确了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修

改后的法律将原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统一负责全国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

工作”修改为“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依据本法和国务院确定的职责，负责

全国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

层面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得到

明确，安监部门的监管主体身份得到法

律的确认，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部门明确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卫生部门主要提供技术服务，一是组织

制定并公布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二是组

织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和专项调查，对

职业健康风险进行评估；三是职业健康

检查、职业病诊断、鉴定、救治；四是对医

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管

理等。

二、确立了地方首长负责制，提高了

监管力度。根据修订后的法律规定，职业

病防治工作按照防、治、保三个主要环节

分别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部

门、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

政区域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建立健全职

业病防治工作体制、机制，统一领导、指

挥职业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加强职

业病防治能力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完

善、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制。

三、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得到完善，

劳动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新法明确了

职业病防治施行“用人单位负责、行政

机关监管、行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

监督”的机制，围绕职业病诊断、鉴定

环节如何获取相关资料，制定了有章

可循的法律程序，并规定当事人可以

就职业病诊断、鉴定提请相关部门进

行调查仲裁。 蔡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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