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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社会组织基地社区工作者

梁会兰

□本报记者 张晶

“我愿意像闺女一样孝顺孤寡老人”

北京市隆福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

宋清扬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今年42岁的梁会兰志愿服务老人
已经有22年的时间了， 在服务老人这
条路上 ， 她越走越宽 ， 越走越顺 。
1996年， 梁会兰参加了工厂里的学雷
锋小组， 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敬老服务，
哪怕期间经历了下岗、 再就业， 她也
一直没有间断敬老助老。

2011年， 在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的
帮助下， 以她名字命名的“会兰孝亲敬
老服务队”成立。 同年，她获得了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如今， 会兰孝亲敬老
服务队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人， 发展到
100多人， 服务范围从最初的八里庄东
里社区， 扩展覆盖了周边的五个老旧
小区， 累计服务孤寡老人逾300名。

去年夏天， 80多岁无儿无女的朱
大爷不小心从床上摔了下来， 老伴儿
怎么也扶不起来他。 紧急情况下， 谁
能来帮帮她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 她
首先想到的就是梁会兰 。 接到电话 ，
梁会兰马上赶到老人家中， 见朱大爷
已经有些神志不清， 她们赶忙把朱大
爷送到医院， 挂号、 检查、 办理住院
手续……梁会兰跑前跑后。

在照CT时 ， 医生见老人行动不
便， 就要求 “家属” 入内陪同， 梁会
兰马上应声 “我来”。 把朱大爷安顿好
后， 已是晚上十点多钟。 梁会兰不放

心， 又把朱大爷的老伴儿送回家， 自
己才回家。

铃铃铃……凌晨两点， 梁会兰的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不好！” 刚躺下
没一会儿的她立刻从床上坐起来， 电
话那头是朱大爷老伴儿惊慌失措的声
音 ， “梁子 ， 医院说你朱大爷病危
了， 叫我马上去医院。” 大半夜的， 老
太太一人怎么去医院？ 梁会兰一边想
着一边在电话里说： “您别着急， 我
这就来！”

当她们二人赶到医院时， 朱大爷
已经走了。 梁会兰顾不得悲伤， 一边
安排朱大爷的后事， 一边安抚其老伴
的情绪。 三天后， 她又陪着老人送了
朱大爷最后一程 ， “他们没有子女 ，
是我帮着抱的骨灰盒……” 梁会兰
说 ， 她把自己照顾过的每一位老人 ，
都当做亲人来孝敬。

“每一次 ， 我照顾的老人离开 ，
我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 之前， 梁会
兰曾连续7年照顾子女不在身边的白淑
云老人 ， 并坚持每周帮她洗一次澡 。
有一回洗完澡， 老人突然抹着眼泪对
她说： “我闺女、 儿子都没帮我洗过
一次澡， 你比他们对我还好！” 听罢，
梁会兰也红了眼眶， 她说： “那您就
把我当亲闺女！”

梁会兰说， 八里庄东里社区住的
多数是国棉二厂的退休职工 ， 下岗
之前 ， 她自己也一直是国棉二厂的
职工 ， 所以， 她和这里的老人有很多
共同语言。 现在的老人们物质生活
充裕了， 但精神生活却十分空虚。 每
次她陪老人们聊聊过去的事儿， 老人
们都特别开心 。 后来 ， 白淑云老人
去世了， 梁会兰还时常想起她， “我
们是一个车间出来的， 总是聊得特别
投机……”

梁会兰同时照顾着多名老人， 有
的老人因为常年寡居， 性格变得孤僻。
但是这些年来 ， 不管什么样的老人 ，

梁会兰都能和他们相处融洽， 旁人十
分惊讶 ： “他那么孤僻的一个人， 你
也能处得来？” 梁会兰笑说： “我有秘
诀啊！” 她告诉记者， 和老人相处最重
要的就是顺着他们， 他们让怎么做就
怎么做， 再有就是言而有信。 答应老
人做的事， 不管多难也要做到。 “有
了这两点， 再加上耐心、 细心和爱心，
不管照顾什么样的老人 ， 我都不犯
难 。” 梁会兰说 ， “一位老人曾对我
说， 要是没有我的照顾， 他肯定得少
活几年， 老人们需要我， 我愿意像闺
女一样孝顺他们 ， 我们之间的感情 ，
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

“您这个情况， 要注意休息， 从
检查结果上来看， 血糖、 血压控制的
还是不错的。” 语速快、 脚步快的宋清
扬说完， 转身便进了又一个病房。 多
年间， 她每天穿梭于门诊、 病房之间，
查看着患者的情况， 自从手机有了计
步功能她每天都过1万步， 也正是老年
病科有了像宋清扬一样的医护工作者
的守护， 才保证了老人们在这里享受
到了最专业的治疗与护理。

宋清扬介绍， 老年病科的主要对
象是60岁及以上， 特别是75岁以上的
老年人， 主要工作是预防和治疗老年
疾病， 如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 糖尿
病、 冠心病等， 并关注老年人身心健
康、 社会支持等， 其目的是改善功能，
提高生活质量。

因年龄较大且因子女不在身边，老
人多有孤独感， 需要格外的陪伴和照
顾。 这一切，对常年和老年病患者打交
道的宋清扬来说并不陌生， 老人的痛
苦、抑郁焦虑她感同身受。在治疗之外，
耐心、细致地给予老人更多的陪伴和照
顾，是老年病医生格外需要的“特质”。

老年人的一些疾病的病症与年轻
人也不一样。 宋清扬介绍称，相同疾病
在不同年龄阶段，症状是不同的。例如，
同样的一个肺炎，在青壮年的身上表现
就不一样，咳嗽、发热、咳痰，这些比较
明显。 但是老年人可能咳嗽、发热这些

表现都没有， 而仅表现为精神萎靡，没
有力气，不想吃饭，这些症状很容易被
忽视。医护人员对于类似疾病的掌握必
须要十分清楚，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老人岁数大了， 有时候就得哄
着。 ”宋清扬说，不少老人抗拒治疗，到
了医院后精神状态不好，这就需要医护
人员格外细心，随时跟踪疏导，给予最
细致的照顾，才能逐渐让老人放下心中
的包袱。 有些时候，跟老人说一次两次
老人没有反应，很多时候是老人不想说
话，这就需要医护人员能够走到老人心
里去。 从医多年以来，宋清扬已经不记
得接诊过多少老年病患者。 “老人是否
信任你，从眼神就能看出来”，不忍辜负
病人的信任，宋清扬在与患者沟通时总

是格外细致，希望能给病人哪怕更多一
些的关爱和鼓励。

老年人有哪些情况适合看老年病
科？ 宋清扬说， 有些老年人， 有多种
慢性病， 也就是 “共病” 现象， 更适
合看老年病科 。 例如 ， 有的老年人 ，
有骨质疏松， 内分泌科会给他处方一
些药物， 但他因为腰腿痛再去骨科就
诊， 很可能骨科大夫也会开一些类似
的药物。 再比如， 一位老人既有脑血
管病又有冠心病， 那他在心内和神经
科分别就诊时很可能都会被处方活血
的中成药， 有时就会有重复。 所以老
年病科更适合这些共病、 多重用药的
老人， 特设老年综合评估门诊， 有多
学科团队协同诊疗， 共同决策， 整合

药物， 给予老人优化的方案。
“一体多病是老年病的最大特点，

一位老年人同时患有心脑肺多种器官
疾病的情况极为常见 。” 宋清扬介绍
说 ， 这种特点使得老年人疾病复杂 ，
医疗决策困难。

这就需要多学科团队的支持， 能
从老年病的独特视角来关注老年病人，
给他们更多更细致的关爱。 “针对每
个病人的特殊情况， 进行老年综合评
估， 再给出相应的干预方案是老年病
科医生的职责。” 宋清扬说， 由于老年
病有多学科关联、 交叉、 相互影响的
发病特点， 要求老年医学工作者在精
通专科技术的同时， 必须具备全科医
学的思维及丰富的临床经验。

老龄患者需要更多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