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琳洁
孝道传承之家

截至2016年5月， 北京市户籍人口
老龄比例高居全国第二， 全市平均每
天净增500余名60岁以上老年人， 老年
人的生活、 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古有 “百里负米” “卧冰求鲤” “亲
尝汤药” 等二十四孝故事代代相传。
今天， 我们身边涌现了一批 “孝星榜
样”， 他们是孝行典范。

2016年度北京 “孝星榜样” 六十
位获奖名单于10月24日正式揭晓。 他
们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告诉我们，
常怀敬老之心， 常做助老之事， 孝心
不必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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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80后独生女
乌鸦反哺传承孝道

□本报记者 马超

多样服务
让老人乐享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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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都市馨园
敬老和谐社区

“我出生在北京， 作为一个80后独生女， 父
母对我的悉心培养是我一生所感念的 。” 作为
2016年的北京孝星榜样， 来自丰台的张琳洁说。

张琳洁告诉记者， 在她幼年的记忆中， 她家
虽然离祖父母家很远， 但每个周末， 或逢年过
节， 还有祖父母生日的时候， 父母都会骑着自行
车， 带着她去采购礼物和各种食材， 然后再骑着
自行车送到祖父母家去看望他们。

张琳洁的外祖父母去世得很早， 母亲一直说
她父母没福气， 没来得及享受儿女的孝顺就离开
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张琳洁从母亲那儿体会
到的伤痛。 张琳洁从小就养成了孝敬父母的习
惯。 上初中的时候， 张琳洁放学回家发现母亲生
病发烧了， 父亲正好出差不在家。 张琳洁便骑着
自行车带着母亲去医院看病， 回家之后洗菜做饭
做家务， 看护母亲服药、 冰敷、 卧床休息……

“我当时只是单纯的模仿着父母照顾我时所
做的事情， 心里浮现的是父母服侍祖父母时无微
不至的身影……在我的悉心照顾下， 母亲很快恢
复了健康， 父母夸奖我是个孝顺的女儿， 我才第
一次朦胧地体会乌鸦反哺的含义。” 张琳洁说。

长大成人的张琳洁一直恪守着孝顺父母的准
则， 就像父母孝顺祖父母一样。 不管工作多忙，
张琳洁都会竭尽所能抽出时间去陪伴他们。 父母

的生日， 每年的父亲节、 母亲节， 更是不能错过的
日子。 “我最爱看他们慈祥的笑脸， 听他们爽朗开
怀的笑声。” 张琳洁说。

张琳洁父母的年龄大了， 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种
老年疾病的威胁。 2012年的一天早晨， 张琳洁父亲
散步回来跟张琳洁说他觉得不太舒服， 张琳洁二话
不说就拉着他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幸亏我们看得
及时， 要是耽误了， 很可能造成身体偏瘫甚至更严
重的情况。” 在医院住院期间， 张琳洁怕医院的饭
菜不合口味。 于是， 她在家为父亲制作可口又健康
的饭菜， 按时送去医院。 怕住院枯燥无聊， 张琳洁
用MP3下载了很多歌曲、 曲艺节目拿给父亲听， 帮
他解闷。 出院的时候， 父亲的 “病友” 们都羡慕地
对父亲说： “看你这闺女多孝顺， 你有福气啊！”

现在张琳洁有了自己的孩子， 张琳洁要把孝道
再传承下去。 张琳洁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先给
外祖父母品尝，再给父母品尝，最后才轮到自己吃；
张琳洁还告诉孩子要记住外祖父母的生日和喜好，
记住父母的生日和喜好， 在长辈生日的时候要送祝
福。 张琳洁用言行告诉孩子如何孝顺父母， 就像张
琳洁的父母当初对她的言传身教一样。

“直到有一天我生病了， 孩子为我拿来一瓶水，
对我说：‘妈妈，快快好起来’；我洗脚的时候，幼小的
他也要给我帮忙。 我看到孝道在传承。 ”张琳洁说。

倾听老人心事的 “夕阳红聊吧”、 安装 “爱
心” 扶手方便老人上下楼、 举办 “千家宴” 让邻
里情温暖回归……崇外街道兴隆都市馨园社区是
一个回迁社区，社区居民中老人居多。为让老人们
享受到舒适而且多彩的“银发生活”，社区党委探
索搭建为老服务平台,为老人提供多样化服务。

走在社区， 不难发现这里的楼房都是矮层楼
且没有安装电梯。 “每个单元门前， 差不多都有
数量不等的台阶。 老人们进出楼门很不方便。”
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刘燕回忆， “去年，
老年人希望能在社区的95个单元门前的台阶旁都
安装扶手， 让行动不便的老人能扶着进出楼门。”

95个单元门，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但是老人们
提出要求来，再难也要帮助解决。 于是，社区居委
会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实地考察。 他们来到每个
单元门前， 观察周边的环境。 “经过筛查，我们发
现其中有 22个单元门不需要或已经安装了扶
手 ，还有73个需要安装扶手 。 ”刘燕介绍到。

安装扶手， 乍一听比较简单。 而做起来， 环
节却很繁琐。 因为台阶的数量不同， 所以扶手的
长度也不相同。 经过计算， 安装扶手共需要费用
1万5千元。 申请报告上交， 仅仅一天， 街道领导
便批复， 给予了经费支持。 随后， 施工展开。 用
了5天时间， 73个单元门前的扶手就安装完毕。

不仅如此， 细心的居委会工作人员还将扶手
用胶带缠上， 以防磕碰到孩子。 而张贴在每个单

元门上的温馨提示， 更让居民感到贴心。
除了在硬件上带给老人更多便捷， 社区还时刻

关注老年人的文化需求， 为他们送去精神上的温暖
和关爱。 2010年， 社区开设了 “夕阳红聊吧”， 组
建了 “阳光使者陪聊队”。 聊吧以 “言老年之事，
听老人之声， 消晚年之忧， 做忘年益友” 为宗旨，
通过倾听、 聊天来缓解老年人内心的不畅。

“大爷和大妈每天来到这里， 唠嗑解闷， 心里
觉得畅快多了。 大家聚在 ‘聊吧’ 聊喜事、 乐事、
新鲜事； 谈难事、 愁事、 烦心事， 会唱戏的居民，
还会即兴哼上几句。 ‘聊吧’ 让居民之间的联系增
多了， 感情加深了， 互助恢复了。” 刘燕主任说。

不仅是 “聊吧” 丰富着社区老人的内心世界，
社区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 也活跃着老人的文化生
活。 这其中就包括居民津津乐道的 “千家宴”。

2010年8月， 在刘燕的倡议下举办了以 “崇尚
科学 健康饮食 和睦相处 温暖邻里” 为主题的首届
社区“千家宴”，吸引了百余户家庭带着老人参与。溜
鱼片、粉蒸肉……居民们拿来了各家的拿手菜肴。

“千家宴” 成了社区的节目。 大家边品尝边交
流， 其乐融融。 居委会还请来了住在小区的北京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由联合国授予的世界知名
大厨、 清真宴席第21代传承人舍增泰， 在现场展示
绝活 “江米芝麻卷”。 “100多道家常菜让居民感受
到了邻里之情， 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归属
感。” 刘燕主任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