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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博
通讯员 李一平 忻蓉

“曹老爸，开饭啦！有您最爱
的清蒸鳗鱼！”“好，好，味道交关
赞！”……昨日一早，鄞州区白鹤
街道的一群“小棉袄”志愿者来到
计生特殊家庭老人曹爷爷的家。

她们是特意上门做“女儿”
的，不仅帮曹爷爷打扫房子，还带
来了油、大米和蔬菜。中午，“小
棉袄”又做了几道拿手菜，而后围
坐一桌陪老人吃饭聊家常。“这些

‘小棉袄’真是我的贴心人。”曹爷
爷逢人就夸，“她们照顾我生活，
带我去检查身体，就像亲生女儿一
样！”

计生特殊家庭，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失独家庭。我市目前 60 周岁
以 上 的 计 生 特 殊 家 庭 老 人 有 近
3000 人，全市计生协组织的计生
特殊家庭老人帮扶志愿团队 332
家，超过 6200 名志愿者在做“上
门儿女”，为老人们提供心理慰
藉、生活帮扶、医疗保健等服务。

目击：他们的志愿服
务是“做儿女”

曹爷爷口中的“小棉袄”全称
叫白鹤街道“小棉袄”志愿服务
队，由 50 名爱心志愿者组成，为
失独老人提供“做儿女”的服务。

上周五一早，“小棉袄”志愿者、
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旭
芬医生刚到单位，就背上诊疗箱，直
奔失独老人邵奶奶家。邵奶奶住在
镇安新村，因意外跌倒致使股骨骨
折后，就和王旭芬结了对。看到王旭
芬来了，邵奶奶仿佛见到亲女儿一
般，笑得合不拢嘴。王旭芬也赶紧给
了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给您量一下血糖和血压。”王
旭芬一边和邵奶奶攀谈，一边熟练地
测量着。得知老人血糖正常，只是血
压略微偏高时，她松了口气，“我等一
下给您送点降压片来，您要按时吃
药，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上周二晚上 8 时，紫鹃新村 84
岁的董爷爷腹部疼痛剧烈，拨打了
结对“小棉袄”鲁胜利的电话。接到
电话后，鲁胜利马上赶到，并把老人
紧急送往医院。后经医生诊断，老人
患了尿潴留，膀胱内充满尿液无法
排出，紧急插管导尿后，痛感才有所
缓解。从医院回到老人家已经是晚
上 10时多了，鲁胜利一直守候到午
夜时分，等老人睡熟后才回家休息。

据悉，白鹤街道共有计生特殊
家庭 42 户、失独老人 71 人。如何
提升“儿女式”服务？“小棉袄”
实施了“3 对 1”帮扶模式，对辖
区内计生特殊家庭建立一户一档的
动态信息档案，每户计生特殊家庭
由专业社工志愿者、计生协会员、
义工志愿者等 3名以上工作人员结
对提供帮扶服务；坚持“四送四必
到”：春季送养生、酷暑送清凉、
金秋送文化、寒冬送温暖；计生特
殊家庭老人生日必到、生病必到、
重大节假日必到、突发事件必到。

经验：将心比心帮老
人打开心结

“小棉袄”志愿者除了社工、
家政人员，还有心理医生和律师
等，不仅为老人提供日常家政、健
康保健服务，还能提供精神慰藉，
帮老人打开心结。

本文开头提到的曹爷爷，有着

一段不幸遭遇：40 岁丧妻、70 岁
丧子，双重打击让他一蹶不振。得
知曹爷爷的遭遇后，“小棉袄”志
愿者陈红英主动与他结为帮扶对
象。刚结对时，曹爷爷拒不开门，
心情好时隔着门缝说几句，心情不
好时一声不响。经过多次耐心沟
通，曹爷爷终于打开了家门。陈红
英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曹爷爷家
的情形：房间里充斥着垃圾腐败的
味道，水瓶、易拉罐、废报纸、旧
衣服塞满了客厅和卧室，厨房地板
油腻腻的，厕所马桶也堵塞了。

儿子去世后，曹爷爷无依无靠，
每天对墙说话，靠捡垃圾打发时间。
日子久了，家里垃圾堆成了山。得到
老人许可后，陈红英和几名志愿者
一起清理垃圾，能卖的卖掉，不能卖
的丢掉，还请来水电工更换电线、疏
通马桶，忙了 10 天，才把老人的房
子彻底打扫干净。

过去两年里，为帮曹爷爷打开
心结，陈红英每周四次亲情服务、
每月两次家政服务，风雨无阻。曹
爷爷视力不好，她带他去医院检
查；曹爷爷衣服破了，她自掏腰包
给老人置办新的；曹爷爷情绪低
落，她经常陪着他散步聊天。如
今，曹爷爷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他
常说：“我有依靠了，就算有一天
离开了，也有女儿给我料理后事！”

“很多失独老人无法走出失去子
女的痛苦，他们自我封闭、不愿与外
界交流。他们内心敏感，更需要站在
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谈到如何帮
老人打开心结时，陈红英反复说，没
有捷径，只有将心比心和持之以恒。

志愿者鲍国庆与盲人夫妇结对
七年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
2009 年，鲍国庆结识了家住江北
洪塘的两位特殊老人。得知他们的
遭遇后，他真诚地说了一句：我帮
你们！从那时起，鲍国庆就融入了
这个特殊的家庭，经常去探望老
人、带老人出去兜风。2013 年，
老爷爷因癌症去世，鲍国庆主动操
办后事，随后承担起照顾老奶奶的
责任。前不久，老奶奶找到鲍国
庆，委托他把洪塘的房子卖掉，然
后到鲍国庆所住的明楼街道租房。
鲍国庆二话没说，在自家小区租了
套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让老太太

搬过来住，这样一来，他就能每天
看到老奶奶了。

由于工作岗位的调整，一些志
愿者无法继续为“爸爸妈妈”服
务，但“大女儿”走了，“二女
儿”“三女儿”都会顶上来。李老
伯无儿无女，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
等多种疾病。考虑到他的特殊情
况，朱雀社区一直安排社工对其轮
流照顾。过去 20 年，先后有七名
社工担起了照顾他饮食起居的责
任。这些社工，不但每天会来探
望，隔三差五地帮他洗衣做饭，还
会陪他聊天解闷儿……日复一日，
这位原本性格孤僻的老人开始走出
家门，变得爱说爱笑起来。

窘境：有些服务并非
老人真正需要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曾说，
“失去父母的孩子可以长大，但失
去孩子的父母是怎么都过不下去
的。”央媒对 100 位失独父母的调
查也显示，他们中超过60%的人存
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
有自杀倾向的达38%。

不久前，失独妈妈郭女士住进
了宁波康宁医院，这是她第二次住
院治疗。5年前，郭女士唯一的女
儿在境外留学时不幸去世，她成为
失独妈妈。在女儿离开后的漫长日
子里，她感到非常无助，弃世的念
头不止一次浮现在脑海里，“去那
个世界和女儿在一起”。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市对失独
家 庭 先 后 开 展 心 理 辅 导 316 次 ，
195 户计生特殊家庭的成员精神状
态 明 显 好 转 ， 但 相 对 于 全 市 近
3000 人 的 失 独 老 人 庞 大 群 体 来
说，仍是杯水车薪。不仅如此，志
愿服务“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窘境
仍然存在。志愿者忻尚京总结自己
10余年敬老服务经历时感慨：“有
不少志愿者很热心，可提供的服务
并非老人所需，反而是个鸡肋。如
此这般，用当下时髦的话说叫供给
和需求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想
要更好地服务失独老人，还得好好
调查一下老人们的真正需求。”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绝大多
数老人的内心需求，可儿女遭遇不
测让他们顿时少了精神寄托和强烈
的安全感，许多人无法自拔，不愿接
触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甚至做出
自杀等行为。”宁波蓝泓心理健康咨
询中心主任周敏明从老人内心需求
上做了分析，“在这些老人内心，也
渴望改变，渴望走出阴霾，但受制于
客观环境和固化的思维，他们比失
去父母的年轻人更难重建心理安全
平衡，更容易走进死胡同。”

破局：举全社会之力
关爱失独家庭

关爱计生特殊家庭和失独老
人，是一项需要用心呵护的系统工
程，需要来自社会方方面面足够的
关注。为了坚守这份对计生特殊家
庭老人的承诺，各地也因地制宜地
推出了不少举措。

2016 年全市走访慰问了计生
特殊家庭 2737 户，累计发放慰问

品 314万余元；创新推出综合保险
项目，为 60 岁以上的计生特殊家
庭集体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重大疾
病、住院护工补贴等各类保险，每
人每年最高可赔付 3.8 万元保险
金；采取签约专业养老机构、居家
服务中心以及成立服务团队等形
式，为年满 70 周岁计生特殊家庭
老人和失能半失能计生特殊家庭人
员，提供每月不低于 300元标准的
家政服务和亲情陪护服务。

海曙南门街道成立了“关爱计
生特殊家庭老人专业委员会”，12
个社区纷纷出招关爱计生特殊家庭
老人。在余姚，为帮计生特殊家庭
尽快走出失子之痛，推出了“再生
育关怀”项目，动员 14 户有再生育
能力的计生特殊家庭夫妻参加免费
的国家孕前优生检测，并做好全程
随访指导，去年有 2 名计生特殊家
庭母亲成功怀孕。在北仑，为减轻计
生特殊家庭老人抚养第三代的经济
压力，给第三代更好的学习环境，计
生协开展第三代助学帮扶活动，去
年为 6 户家庭提供每户 1000 元至
1500元的隔代助学帮扶金。

兢兢业业的付出，换来了硕果
累累，好多计生特殊家庭老人已走
出阴霾。有的老人，正在结伴外出旅
游，用行走的方式陶冶情操，用阳光
的心态过好每一天；有的老人，创办
心理辅导中心，用自己的切身经历
帮其他计生特殊家庭老人走出“丧
子之痛”；有的老人，积极投身社会
公益事业，争当交通志愿者、治水督
导员，为社会提供光和热；有的老
人，三五成群，用自己在老年大学学
会的手艺，为“女儿们”制作小礼物；
还有的老人，跟红十字会签订遗体
捐赠协议，在百年之后将遗体捐献
给医疗事业，希望能救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

那么未来，如何更好地提升失
独关爱服务呢？多位专家也提出了
各自的看法。

明楼街道社会事务科的吴幼娟
说，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非常规范的
心理救助机制，当务之急是物色一
批具有心理学知识背景或接受过专
业培训的志愿者为这些老人提供心
理帮扶。不仅如此，还需要依托专
业心理服务机构，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入户心理健康普查和心理健康档
案建档工作，并对有需求的失独家
庭提供免费上门心理援助服务。

宁波蓝泓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
任周敏明提出了四个观点。第一，
志愿服务团队及其负责人要有“一
心为老人服务的初心”，一切对团
队服务好坏的评价也要以老人感受
为主。可借鉴深圳模式，采用政府
招投标方式购买志愿服务，并邀请
第三方机构不定期上门调查老人对
服务的评价，从而对志愿团队及其
服务作出客观评价。第二，组建专
业团队，要让懂得心理、健康甚至
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抱团”为老
人提供多元化服务。第三，针对每
位老人提供“私人订制”服务，并
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调整帮扶内
容。第四，作为政府部门，要对好
的志愿服务团队以及个人进行广泛
宣传表扬，并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确保志愿团队得以良性循环发展。

失去儿子的曹爷爷，每天对墙说话，靠捡垃圾打发时间，日子久了，家里垃
圾堆成了山……

帮失独老人走出阴霾，需要更多“小棉袄”

陕西省西安市成立了由心理
咨询师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
计生特殊家庭志愿者以及其他志
愿者组成的“心灵滋养”工作小
组，每月定期走访计生特殊家
庭，建立信任关系。

北京市发动当地的驻地部队
战士、学生、医生、社工等担当
志愿者，通过与计生特殊家庭亲
情结对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各类
帮助与关怀。

福建省漳州市依托“携爱家
园 ”， 吸 引 生 理 保 健 、 心 理 援
助、再生育、沟通技巧等方面的
专业人士，为计生特殊家庭提供
专业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疑难杂
症。

南京引入心理援助机制，对
失独家庭进行心理疏导，通过团
体心理辅导、亲情跟踪、爱心救
助、集体联谊、同伴帮扶、保险
保障等工作,帮计生特殊家庭得到
关爱和帮助。

上海启动“构建关爱平台、
服务和谐社区”公益项目。这个
由计生特殊家庭组成的公益组
织，将走进社区，帮助更多有需
要的人。

深圳为计生特殊家庭老人提
供就医绿色通道、免费体检、终
身健康档案管理等多种服务，购
买综合医疗保险，为计生特殊家
庭的健康保驾护航。

（王博 整理）

各地关爱失独家庭的好做法

志愿者为老人洗脚，老人心里暖洋洋。 （李超 摄）

鄞州白鹤街道“小棉袄”助老志愿者陪同失独老人到宁波科学探索中心，体验科普乐趣，了解甬城的新变
化。 （丁安 摄）

在人生“三大悲”中，老年
丧子是最难以承受的悲伤，更何
况失去的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
子。部分失独家庭因丧子打击失
去了精神寄托，常常选择自我封
闭，拒绝与社会接触，内心孤
寂，难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

关爱失独家庭，是弘扬传统
美德、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内
容。我们应该为失独家庭提供全
方位、多层次的爱心服务。

具体来说，我们应聚焦各年
龄段失独家庭的实际困难，分类
服务，多措并举，综合施助。首
先，应深入调查摸底，认真倾听
失独家庭的诉求，登记造册并逐

户建档，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开
展帮扶救助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在重大节日走访慰问的同时，为
失独家庭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重
大疾病、住院护工补贴等各类保
险；采取签约专业养老机构、居
家服务中心以及成立服务团队等
形式，为失独家庭提供家政服务
和亲情陪护服务。这些工作，我
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开展起来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建立完
善的心理援助平台，针对每个失
独家庭制订系统专业的心理疏导
和治疗方案，定期开展心理辅
导，让这个悲伤的群体早日走出
阴霾，重获阳光。 （王芳）

让失独家庭重获阳光

制图 韩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