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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白阿姨相处的这
段时间里，我早就把白阿
姨当作自己的亲人，把她
的问题、需求当成自己的
事情去解决。”3月初，24岁
的海容社工林星宇就与家
住竹林境社区本德弄的白
阿姨结识。自那时起，林
星宇便成了白阿姨的“暖
心女儿”。

今年 67岁的白阿姨身
患小儿麻痹症，与 90 岁的
母亲相依为命。“以前，我们
一家人都还能互相扶持，但
去年父亲去世后，日子好像

没有了支撑一样。”白阿姨
回忆说，在她最难熬的那段
时间里，是“共享儿女”的出
现，让她的生活再次有了欢
声笑语。

白阿姨告诉记者，林星
宇第一次到她家时，就注意
到她的助行器有根支管损
坏严重，当场便表示，会帮
阿姨换一个助行器。“我本
来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想
不到没过几天，她真的就扛
着新的助行器来了。”

白阿姨说，林星宇对她
的 需 要 几 乎“ 有 求 必

应”——带爱心理发师到
白阿姨家中，为无法下楼
的母女俩理发；联系爱心
企业，和其他志愿者一起
为白阿姨更换轮椅……

“有的事情，我都没说呢，
星宇注意到了就会主动帮
忙去做。”白阿姨红了眼眶
说道。

“看到白阿姨笑容满
面地使用新的助行器行走
时，我觉得一切奔波都是
值得的。”林星宇说，在志
愿服务过程中，她发现，有
时候只是简单的倾听，也

可以让老人们感到很快
乐。“一开始，我以为‘共享
儿女’和普通的助困助残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相
处中，我慢慢地就和阿姨
们培养出感情来，我也没
有想到，自己渺小的力量，
原来可以让他们的世界重
新有了光亮。我想每一个

‘共享儿女’最大的愿望应
该就是，希望我们的爱，可
以点亮每一个老人的生
活。希望更多人了解社会
工作的内容，一起加入帮
助老人的行动中来！”

N潇湘晨报

“共享儿女”志愿服务
模式，正在许多社区全面推
广。既是自己爸妈的儿女，
也是别人爸妈的“儿女”，这
样的共享，无疑极大地造福
了养老事业，有力弥补了居
家养老的短板。

“共享儿女”只是借
名，本质上说还是志愿服
务。与共享单车、共享充
电宝这些商业项目不同，
它没有投资人，更不追求
物质上的回报，实际上是
一种公益行为。但有一点
类似，那就是都盘活了现
有资源，对接了不同人群
的需求。对老年人来说，
这些年轻人来家里哪怕什
么都不做，也有助于排遣
寂寞、增添生机；于这些年
轻的志愿者而言，这也是
他们回馈社会、奉献价值
的一种方式，对了解老年
人群体和未来照顾自己父
母也能积累不少经验。

事实表明，“共享儿
女”、“时间银行”、社区食
堂都是卓有成效的探索，
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实际

需求，而且为老年人提供
了社交机会，有助于他们
走出家门、互通信息、排遣
孤独。当然，目前最大的
问题就是志愿者数量不
足，同时，不同老人有差异
化的需求，这就需要政府
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一方面扩大志愿者的群
体，另一方面也要让他们
的付出有回报。譬如，许
多70岁以下的退休老人，
身体很健康，有时间也有
意愿帮扶社区内的其他老
人，就完全可以通过“时间
银行”的方式让他们参与
进来，将来也优惠享受他
人的服务；对于部分身患
疾病的老人，有关部门可
以出台一些奖补方案，鼓
励社区联系护工上门进行

“一对多”服务。
养老是重大的民生

问题，关系着千家万户的
生活质量，也直接体现着
社 会 精 细 化 管 理 的 水
平。面对这一数量庞大
的社会群体，唯有创新机
制盘活资源，才能够形成
强大合力，用责任与爱填
满老人的空巢。

这些困难老人 有了“共享儿女”
海都记者随同鼓楼“共享儿女”青春志愿服务队员入户，了解他们与老人相处的温情故事

□相关链接

用“共享儿女”
填满老人的空巢

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实习生 吴芳婷 文/图）
在福州的金山公园里，有一
位特别的爷爷，他每周都会
不定时地在公园里为市民朋
友表演魔术。

近日，记者循着音乐声，
在金山公园大门附近，找到
了 78 岁的钟铭老人。他正
在给大家表演魔术，如：白
纸变成钱，白绳的结“飞”到
红绳上，丝带消失术等。在
表演的过程中，他时常与观

众互动。
“我在这里看他表演魔

术，已经好几年了，他给我们
带来了很多欢乐。”带着儿子
来看魔术的张先生说道。很
多小朋友也表示，爷爷的魔术
表演特别精彩，天天看不够。
陈女士则表示，自己会继续来
支持“魔术爷爷”的表演。

钟铭老人告诉记者，他
已经学了8年魔术，也在金山
公园里表演了8年，他表演魔
术不需要任何报酬，只要能

收获大家的掌声，便十分高
兴。“魔术表演是一项与众同
乐的活动，大家开心了，我就
开心！我有五乐，知足常乐，
自寻其乐，助人为乐，与众同
乐，及时行乐。”

除了魔术表演，钟爷爷
还给大家秀了转手绢、棍棒
武术等手艺活……据说，他
最近在学习自由搏击，他说：

“想要延迟衰老，就要功能不
停，功夫不丢，活动不少，学
习不停。”

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魔术爷爷”
78岁的钟铭老人，每周在福州金山公园免费表演，已坚持了8年

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单车……
当下，共享经济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可见。
在福州市鼓楼区，还活跃着一支共享志
愿服务队伍——“共享儿女”青春志愿
服务队，队员们助老扶困，用青春行动
温暖困难老人的心。

昨日上午，记者与“共享儿女”们
一同入户，了解他们与老人间的温情
故事。

“叔叔阿姨，早饭吃了
吗？”昨天上午9时许，记者
随同海容社工王文豪、即
将就读福建农林大学研究
生一年级的扬帆计划实习
社工林瑜臻，一起走进灵
响小区的一户居民家中。
还在洗漱的赵阿姨连忙放
下手中的牙杯，招呼着自
己的“共享儿女”进屋。

看着两张充满朝气的
面庞，59 岁的赵阿姨和 63
岁的黄叔叔目光中满是亲
切与慈爱。

“这两个孩子对我们
太好了！我现在戴的这副
新眼镜，还是他们俩东奔
西跑替我配好的。”赵阿姨
告诉记者，她是一级视力
残疾，半米以外的事物几
乎 都 看 不 清 ，很 容 易 摔
倒。而作为生活必需品的
眼镜，原来的度数早已不
适配她目前的视力，眼镜
腿也断过好几次，但重新
配眼镜，费用高昂，一直让
她望而却步，她只好用毛
线把眼镜腿缠一缠，“缝缝

补补”勉强用着。
今年 7月初，王文豪和

林瑜臻入户了解到赵阿姨
的情况后，便主动提出陪
她去更换一副新眼镜。“我
们一开始去了几家眼镜
店，发现眼镜都太贵了，后
来又去网上找了一些，但
并不适合阿姨佩戴。”王文
豪说，既然决定帮助赵阿
姨，那就一定要办成，最
终，在鼓楼团区委的帮助
下，他们找到一家眼镜店，
能够为阿姨免费配眼镜。

回忆起王文豪和林瑜
臻的陪伴时光，赵阿姨感
慨不已：“我儿子走后，只
有我和老伴两个人，我们
感觉天都是昏沉沉的。但
近两个月来，这两个孩子
每周都会来看我们一次，
有事没事就给我们打个电
话聊聊天，让我觉得日子
又有了盼头。如果可以的
话，真想把他们俩收来做
干儿子、干女儿，凑成一个

‘好’字。”听到这，王文豪
和林瑜臻挠头笑了笑。

“想认他们做自己的孩子，凑成一个‘好’字”

“希望我们的爱，可以点亮每位老人的生活”

志愿者陪赵阿姨配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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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林涓 文/图

钟铭老人
正在表演魔术
“ 单 连 环 ”和
“纸变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