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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8年沙发
只为照顾抑郁症老岳父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本报记者 于彧

杨文忠
家庭孝老之星

郭云
行业助老之星

北京市敬老爱老助老模范杨文忠
的家在丰台区高立庄村一处回迁楼里，
已是四世同堂的家庭内， 到处洋溢着
温暖又和谐的气氛。 热情的杨文忠告
诉记者， “孝道是一种家风， 亲情相
融， 代代相传。”

杨文忠在高立庄村卫生队工作 。
工作之外， 他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照
顾83岁的 “老丈人” 韩炳森。 “自从
1982年， 我进入这个家， 就一直担负
着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 特别是几年
前老爷子开始生病 ， 就更离不开我
了。” 杨文忠告诉记者。 当年老房子面
临拆迁， 杨文忠的岳父因为不愿离开
老家， 而患上了抑郁症， 随后性情大
变， 身边也离不开人照顾了。

“患病后的老人沉默少言， 常常做
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杨文忠回
忆 。 有一次 ， 老人因为对社会不满 ，
居然在凌晨5点多钟， 就离家出走， 去
“告状”。

“当时不知道老人去哪儿了， 我就
动员全家， 满大街找人。” 杨文忠告诉
记者， 因为怕开车找人容易错过， 他

就步行走街串巷， 到处找。 “伏天里，
我顶着大太阳， 心里焦急， 找了整整
一天。” 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钟， 才
有了老爷子的消息。

“那次真的把我吓坏了。” 杨文忠
说， 也就是老人那次出走之后， 家人
带老人去看病， 才真正确诊老人患了
抑郁症。 “抑郁症可不是小病， 从那
以后， 我连睡觉都要睁一只眼睛看着
他， 生怕出点什么事。”

“老人出门就得有人跟着， 老人吃
药也得有人看着。” 杨文忠指着自己的
沙发告诉记者， 因为担心岳父半夜出
走或偷偷拿药吃 ， 他最近这8年时间
里， 晚上一直睡在沙发上， 老爷子有
点 “风吹草动” 杨文忠就睡不着觉了。
“就这8年多时间里 ， 老爷子曾自杀7
次， 每一次都被我救了回来。” 杨文忠
说， “生命可不是闹着玩的， 现在国
家政策好了， 老爷子应该享享福。”

老爷子喜欢泡澡， 杨文忠就每周
都带他去澡堂子搓澡、 修脚； 老爷子
喜欢遛弯， 杨文忠就鼓励他下楼跟老
街坊串门； “最近两年， 老爷子的抑

郁症有所好转， 没再琢磨自杀的事情，
虽然脾气还是很不好， 但我已经很知
足了。” 现如今的杨文忠， 晚上依旧睡
在沙发上， 以防万一。

人岁数大了，容易生病，三天两头
求医问药也是常有的事情，“只要老爹
有一点不舒服， 我们就带着去医院看
病，这些年算是从头到脚都治遍了。”杨
文忠说。 记得一次，老爷子因为肺感染
住院，同病房好几个病人都因此病去世
了，因为担心老爷子，杨文忠细心陪护，
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用最好的药，找
最好的大夫……在医院里度过了44天，
老爷子终于康复了。 ”

老人患病时的悉心照顾， 日常起
居的周到耐心， 让杨文忠成为十里八
村出了名的 “大孝子”， 但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 这其实是个 “特殊的家庭”。

杨文忠常说， “我们这个家就是缘分
凑起来的。” 除了他这个 “倒插门” 的
女婿， 杨文忠的妻子也是从叔叔家过
继来的， 夫妻二人与老爷子都没有直
接血缘关系。 “可细想起来， 哪个家
不是凑起来的呢。”

杨文忠说， “男人是一个家庭的
天， 自从我倒插门进了这个家， 我就
有责任把这片天顶好咯。”

现如今， 已是四世同堂的家庭里，
杨文忠夫妇要照顾年迈的老爹，还有不
满三岁的孙子，“上有老可孝敬，下有儿
孙环膝，也算是一种幸福。”杨文忠告诉
记者，他的一双儿女都已成家，也很孝
顺， 外孙女和小孙子都很乖巧懂事，算
得上是和谐兴家。 而对于自己践行孝
道，传承美德，杨文忠淡淡一笑，说：“良
知所致，家风所向。 ”

朝阳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多年来
以完善街道养老服务体系为主， 竭力
提供多样 、 快捷 、 优质的社区服务 ，
受到社区居民和上级单位的好评， 这
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该中心工作人员
郭云多年如一日地带领 “一班人” 勤
奋工作， 努力奋斗。 从部队转业到服
务奥运， 郭云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养老
工作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名党员， 她
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 秉承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的精神， 在服务中心
从无到有、 从有到精， 将养老助老工
作做得风生水起。 她时时不忘创新养
老工作， 生生让自己从一个门外汉成
了一名敬老之星。

从部队转业后， 郭云在北京奥运
会期间作为信息员从事胡同整治工作，
并在奥运会后来到了朝阳区社区服务
中心， 正式开始接触养老工作。 郭云
此前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养老工作联系
在一起。 刚到中心看到只有三四位临
时工就像看摊儿似的工作状态时， 更
是让她心里一下 “拔凉拔凉的”。 “站
在门口， 看着库房似的办公室， 以及
工作人员散漫的工作状态， 跟我原来
在部队里的感觉天壤之别， 看到那个
局面心里挺凉的， 难道我一辈子就守
在胡同里吗？”郭云说。

在郭云摇摆不定的时候，她一直信
奉的格言“有为才有位”成为了她的支
撑。 当时中心一穷二白，就连到东城区
图书馆拉书都要靠他们自己骑着三轮
车去拉。 不过在郭云看来， “你想让别
人关注你的工作一定要靠自己干。”

服务中心的日常工作非常琐碎而
且并没有一个工作主题， 用郭云的话
说就是 “街道办公室有什么事， 就派
给我们， 我们跟着干。” 2009年10月市
里推行居家养老补贴政策， 让郭云的
工作迎来了转机。 这项政策由民政科
审核落实， 并由社区服务中心为辖区
老年人服务， 这让郭云觉得 “这就是
体现我们社区服务中心价值的工作。”

不过对于养老服务， 郭云可以说
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 单单是建 “15
分钟小餐桌” 解决老人吃饭这样的小
问题， 也成了他们必须挑战的大难题。
“我和同事在辖区四处寻找能够提供小
餐桌的供应商， 对方都用异样的眼光
看我们， 以为我们是骗子。” 郭云尴尬
地笑着说 。 从死磕到讲究方式方法 ，
一路上的实践让郭云慢慢成长， “我
们跟各个居委会打招呼， 让居委会去
推荐服务机构和网点。 此外， 我们做
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胸牌， 告诉对
方我们是街道办事处的人员 。 这样正

规一些也让对方更容易接待我们。” 就
这样从点点滴滴做起， 用餐、 小修小
补、 理发、 综合维修、 通过几个月的
时间， 社区服务中心便把地区一些基
础的服务商梳理上来。

随着市里对养老服务的规范化以
及社会逐渐对此加强了认知， 服务中
心的供应商从开始没得可选， 到后来
可以优中取优。 这时候郭云便成了把
关人。 郭云提出对供应商进行规范化、
模式化管理，要求每年与服务商进行签
约， 通过规范化合同规定服务质量，响
应时间、违约赔偿以及落实情况，并由
律师共同参与合同的编写。 此外，老人
来电要求的所有服务都有记录，并成为
一套很有效的档案。 这种管理模式后
来也成为了东城区其他街道的模板。

如今面对辖区老人寿命的延长 ，
要求郭云的工作重心从解决老人吃饭
问题向康复和理疗进行转变。 建立社
区 “养老驿站” 为老人提供打尖歇脚

以及普惠老人的文化活动； 构建信息
员、巡视员、宣讲员、护理员这“四员服
务”，为地区特困空巢两类人群解决后
顾之忧；为每位老人建立一本自己的册
子和一个档案，实行精准化服务……郭
云的创新养老工作之路从未间断。

虽然郭云的工作并不能尽善尽美，
被误解、 受委屈对她来说也是家常便
饭，但对于养老工作，郭云从来不忘初
心。 “每每入户深入到老人家中，看到
老人非常困难的局面，我觉得即便不是
专业做这方面工作的人都会想搭一把
手；另一方面，做养老工作困难的确很
多，有位老人曾告诉我，‘种庄稼要怕拉
拉蛄叫那就别种庄稼了。 如果你连克
服这点困难的信心都没有，说明你做的
工作不够好。 ’我觉得这些老人给我的
善意劝慰，不管对我的工作还是对我为
人处世都有很大的帮助。 正是他们对
我的支持， 让我遇到困难仍然有可以
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和信念。”

“持之以恒”+“创新”
在养老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