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弱势群体”不“弱势”

开开心心迎大年
□ 杨晓莉/文王林山/摄

蛇年春节即将来临，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

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年货办了吗？新衣服买了

吗？近期，记者分别走访了麻风村、开发区敬老

院、老年公寓、儿童福利中心等处。

“麻风村”里的修养员：

“有这样的生活很满足”

“麻风”———一个被岁月冲刷得已经褪色的

名词，似乎在人们的视线中已经消失了很久。然

而，在我市甘垛镇仍有一处近60人聚居的“麻

风村”。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66岁。

2日上午，记者刚走进“麻风村”，便听见烟

花爆竹声。“快过年了，有那么多的好心人来看

望我们、关心我们，我们很开心，也感受到了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所以用放鞭炮来表达我们内

心的喜悦之情。”今年71岁的胡树明老人笑着

说。

羽绒服、方便面、花生、葵花、白糖、糕、蜜

枣、大米……看着陆续送来的慰问物品，老人们

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今年65岁的于建和

一边迫不及待地将新羽绒服穿上身，一边笑着

说：“不错不错,大小正合适。过年了，有新衣有

年货，心里真是高兴。”于建和告诉记者，他患病

后，便来到这里生活，至今已有40多年了。“现

在的生活还算不错，每月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市

领导和社会各界都很关心我们，逢年过节都会

来看望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很满足。”于建和高

兴地说。

因身体缺陷，居住在麻风村的病人大多没

结婚，也没有后代，然而也有互生好感、结伴生

活在一起的“夫妻”，他们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

但他们像夫妻一样互相照顾、互相鼓励。张康鱼

与雷金娣就是其中的一对，记者见到他们时，两

人正高高兴兴地拎着礼品往家中走去。在他们

家中，记者看见房屋收拾得干净整齐，厨房里挂

满了腌制好的咸鱼、咸肉。“我们生活在一起已

经20多年，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生活很幸福。”

张康鱼说。记者了解到，在麻风村，像张康鱼、雷

金娣这样的“夫妻”共有五对。他们居住的房屋

内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生活区内的男女

浴室都装有太阳能热水器和空调。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麻风村有了巨大的改

变，修建了供休养员居住的房屋，配套了基本生

活设施，休养员们吃、住等生活也都有了最低保

障。目前休养员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护理和就

医，希望社会各界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开发区敬老院的五保老人：

“在这里生活很开心”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2日上午，记者刚走进开发区敬老院，便

看见许多老年人齐聚在院子里，跟着收音机里

歌曲的节拍，伸伸胳膊、踢踢腿、扭扭腰，锻炼身

体。

“我住在这里已有5年时间了，生活挺不

错，每月有25元的生活补贴，虽然钱不多，但我

们平时吃饭、洗澡、理发都不花钱，是共产党让

我们的晚年生活有了保障。”今年79岁的吴松

良笑着说。

“住在这里，不愁吃、不愁穿，看病也不要自

己掏腰包。”今年72岁的李跃全老人去年生病

住院共花去医药费1万多元，虽然医药费数额

不低，但他自己没有花一分钱。“我无儿无女，也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党和政府关心我们这些孤

寡老人，让我们住得好、吃得饱、穿得暖，生病了

还能及时就医，这都亏了党的好政策啊！”谈起

敬老院的生活，李跃全老人激动地说。

到了饭点，老人们纷纷走进食堂吃午饭。走

进厨房，记者便看见一只大红盆里放满了猪肉。

“今年敬老院里饲养了两头猪，元旦前杀了一

头，全部腌制起来，这一头是刚刚宰杀好的，让

老人过年期间能吃上新鲜的肉。”顾海年院长介

绍说。

“每年春节敬老院里都给我们发新衣服，

这羽绒服是去年过年时发的，今年又给我们发

了新棉裤、新棉鞋。这么厚实的衣裤，穿在身上

暖和着呢。”刚吃完饭的朱宝贵指着身上的衣

服高兴地说。

吃完饭后，老人们各自活动。今年70岁的

吴照荣来到敬老院居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只

见他吃完饭后，倒了一杯茶，便打开自己随带的

小电视机，看起了本山大叔的小品。“今年是我

第一次在敬老院过新年，虽然来到这里时间不

长，但过得很开心、也很舒心。”吴照荣说。

在办公室记者看到，这里堆满了成箱的苹

果、桔子、饼干、面包、桂圆等物品。顾院长告诉

记者，开发区敬老院共居住着98位老人，年龄

都在60岁以上，最年长的今年已有86岁。这些

物品都是社会各界好心人送到这里来的，年前

会全部发放到每一位老人手中，让他们安安心

心地度过一个快乐的新年。“每年年三十，工作

人员都和老人们一起吃团圆饭，大年初一，也都

会一一向他们拜年。和他们一起过节，让他们感

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顾院长接着说。

老年公寓和儿童福利院：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3日下午4时许，记者来到市老年公寓，2楼

的餐厅里，几位老人正一边吃晚茶、一边说笑着。

今年84岁的居高珍老人住进公寓已有5年时间

了，每年春节都是在公寓里度过的。“年龄大了，住

在这里已经习惯了，而且有专人照顾，不必给儿孙

们添麻烦了。这里就是我的家，春节期间，儿孙都

会到这里来看我，挺好的。”居高珍说。

“我已经有重孙了，虽然儿孙满堂，但年轻

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我不习惯和他们住在

一起。住在公寓里，大家都是同龄人，平时聚在

一起，说说笑笑，挺开心的。前两天，儿子到这里

来想接我回家过年，我没同意，在这里住得挺舒

服，也很开心。”今年83岁的丁凤英说道。

今年105岁的姜庆英是公寓里年龄最大的

老人。“姜太太，在这里生活好吗？”“好。”尽管

年岁已高，但老太太除了有点耳背之外，思维清

晰、精神非常好。据老太太的生活护理员乔根弟

介绍，老人住在公寓里已有4年多时间了，生活

非常有规律，饭量也非常好，平时很喜欢“凑热

闹”，喜欢到人多的地方玩。看着大家一直围着

她说说笑笑，老太太笑容满面地坐在椅子上，还

不时地竖起双手，向大家打招呼。

今年62岁的吴正章与乔根弟是夫妻俩，两

人都在公寓里从事护理工作。吴正章告诉记者，

他们夫妻俩在公寓里工作已有5年多了，与公

寓里的老人们都有了感情。这5年来，逢年过节

都是和老人们一起，今年也不列外。“公寓里年

货都准备齐全了，大家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迎

接新年的到来。”吴正章笑着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市儿童福利院。记者看

到，3名3岁左右的儿童正在卧室里玩耍。护理

员蒋中告诉记者，这3个孩子都因患“唐氏综合

征”被父母遗弃。天气冷，孩子体质也比较弱，就

开着空调让他们在室内玩耍。

今年5岁的珊珊因残疾，出生不久便遭到

父母的遗弃。在二楼的女护理室，珊珊正坐在一

张椅子上玩耍。“珊珊，今年几岁啦？”“阿姨，我5

岁了，过年后就6岁了。”“在这里生活好吗？”

“好！有许多阿姨照顾我呢。”面对记者的提问，珊

珊一一笑着回答。“珊珊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大家

都非常喜欢她。”一旁的护理员张方转说道。

在儿童福利院，记者看见这里的儿童都得

到了很好的照顾。走出护理室，一位40多岁的

护理员正带着一“儿童”在院中玩耍。“我在儿

童福利院从事护理工作已有10多年了，大多

数时间都是与这些孩子在一起，照顾他们的生

活。时间久了，感觉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春

节就要到了，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

开开心心过新年。”这位李姓护理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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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行囊装满温情“年货”
随着蛇年春节临近，归心似箭的人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我

市汽车客运站也出现了大批返乡人潮，这些人中有在外拼搏回

家过年的高邮人，也有在邮打工春节返乡的外地人，他们辛苦了

一年，收获了什么？又给远在家乡的亲人带了哪些年货？近日记

者走进汽车客运站，听返乡者们讲述行囊里的故事。

赵晓琴（来自安徽阜阳）：

带给儿女一人一件亲手做的羽绒服

“我是安徽阜阳人，和丈夫一起来高邮打工已有3年，今年

是第一次回家过年。”6日上午10多钟，汽车客运站候车大厅

内，赵晓琴正和丈夫蹲在地上整理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家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赵晓琴告诉记者，刚来高邮的一、两年，夫妻俩因为工作不

稳定，收入很少，两人过年都舍不得回家。去年，他们在服装厂辛

苦干了一年，拿到了近7万元的工资。“前不久，在家乡上小学的

儿子和女儿打电话来，说很想我们，所以今年我们夫妻商量回家

过一个团圆年。”赵晓琴说。

“难得回家，给家人和孩子带了什么年货？”赵晓琴打开手

边的一个大包，开心地边翻衣服边说：“市场上卖的羽绒服价格

贵，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两件羽绒服给一双儿女，作为他们的过

年新衣。”

张强（来自淮安）：

辛苦一年挣到了10万元工资

张强手里紧攥着车票，站在检票口不时焦急地往外张望，迫

切回家的心情一眼就能看出。“老乡们一个多星期之前就走了，

为了多挣点加班费，我又多干了几天，家里人都等急了。”张强告

诉记者，他来自淮安，是一名塔吊工，2011年底，听说高邮的工

资比老家高，一个月能拿到4500元到5000元，便同4、5名老乡

一起来高邮建筑工地干活。

当记者问到给家人带了哪些年货时，张强一脸满足：

“今年是我打工赚得最多的一年，差不多有 10万多元，老

板已经全部打到了我的卡上。这是我给父母和妻子最好的

礼物。”

沈正兵（在外打工的高邮人）：

给父母带回三棵枇杷树

在客运站农工班车候车区，一对老夫妻和儿子趁等车的

空档，摆弄着面前的枇杷树，他们高兴的表情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这对老夫妻是特意从界首赶来接儿子回家过年的。“这是

我特地从苏州东山带回来的，那里的枇杷树很有名，我想等来

年结出果实让他们尝尝。”，面对记者的疑惑，儿子沈正兵微笑

地答道。

沈正兵说，他是一名汽车维修员，在苏州打工10多年，妻子

和儿子也一直和自己在一起，父母亲留在界首的老家。过去都是

父母去苏州过年，后来父母年纪大了，他们一家三口就回来陪父

母过年，而今年妻子和儿子因为工作的原因留在苏州，只有他自

己一个人回家和父母吃团圆饭。

沈正兵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回家前，我们一家人早早就商

量过年给父母带些什么，儿子说奶奶喜欢吃枇杷，苏州东山的

枇杷树好、结出的果实也好吃，于是今年就带了三棵枇杷树回

来给父母。” 管玮玮

老年公寓中105岁的姜庆英（左一）与老伙伴谈笑

“麻风村”中老人领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