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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徐奶奶家的小院聊天时，金亚媛时不时
会握拳敲打自己的膝盖。

一旁的吴佩玲显然也留意到这个细节。“亚媛
阿姨是个热心人，一天到晚东奔西走，有段时间膝
盖积水严重，走路都吃力。”她说。

金亚媛今年71岁。退休前，她在沿江村当了
20多年的村妇女主任。回忆当年的工作，她来了
兴致——

“以前村里没有通电话，有啥通知要传达，就
只能靠村干部两条腿。”

“我还在村里收了5年水电费，哪家在哪个位
置，哪家啥时候有人，都摸得门儿清。村里的房子
虽然都有门牌号，但外人找起来不容易。我来找，
一找一个准。”

语气中能听出几分小自豪。看得出金亚媛不
仅热心，而且是个做事很负责的人。本该是享清
福的年纪，可金亚媛依然停不下来，退休后当了村
老年协会会长，上任至今已有10年。

可能很多人和记者一开始以为的那样，金亚媛
如此热心公共事务，除了跟她天生热情的性格有关，
还因为她的日子过得很顺利，没啥需要她操心的。

对于86岁的徐奶奶来说，71岁的金亚媛（左）就像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儿。
通讯员 贾默林 摄

健康低龄“一对一”或“多对一”帮扶空巢高龄

“银龄互助”让老人找到了“贴心人”
一听是金亚媛的声音，86岁的徐奶奶赶

紧来开门。门才开了一半，她就侧着身挤出
来，牢牢握住金亚媛的手，不停地拍。

在镇海区蛟川街道沿江村，金亚媛带头
的“银龄互助”志愿者是村里不少耄耋老人
的“贴心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十年
如一日，细水长流浸润着老年人的心。

“亚媛阿姨她们的付出，不仅弥补了基
层社工的人手不足，也为年轻一辈的社工做
出了榜样。”沿江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妇女主
任吴佩玲说。

“银龄互助”已经坚持了10年

最让金亚媛感到欣慰的是，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折腾”。
所谓“银龄互助”，就是让健康的低龄老人，通过“一对一”或“多对一”的方式，帮

扶社区内高龄、空巢、独居、失独家庭的老人。
“银龄互助”有一定的工作章法，比如每天对结对老人进行一次探望；每周有一次

打扫或代购生活用品；每月一次陪同有活动能力的老人走出家门，参加健康讲座等。
“目前村里结对帮扶的已有13人。”金亚媛说。
尽管距离镇宁西路并不远，但沿江村至今没有经历过拆迁，仍保存着传统村庄

的风貌。古朴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搬离村庄，成为一个“空心村”。
据统计，沿江村目前有60岁以上的老人130人，其中，80岁以上的36人，90岁

以上的6人。参与“银龄互助”结对帮扶的多是8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年纪最大的已
经97岁。

一想到住进楼房后，没法在自家小院随心所欲地洗洗晒晒，没法一出门就碰到
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没法和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子女长时间“和平共处”，包括
徐奶奶在内，绝大多数老人都不愿意搬出去住。

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年纪越来越大。谁来照顾他们，成为迫在眉睫的一道难题。
吴佩玲说，在“银龄互助”开展之前，多是村干部、社工帮忙照顾这些独居的老人，

“可眼下基层需要开展的各项工作越来越多，村干部、社工有时也真是顾不过来。”
金亚媛和她带领的志愿者团队的出现，不仅弥补了人手的不足，重要的是，和年

轻人相比，这些上了年纪的志愿者因为和被照顾的老人“年龄相近，性情相投”，更能
走进老人的心里，至少能聊到一块儿去。

其实，在早期招募结对帮扶志愿者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有的
人来报名，一听说要照顾老人，就连连摇头，不是嫌老人邋遢，就是嫌老人不好相
处。

“所以我还是很佩服亚媛阿姨和她带的志愿者团队，一坚持就是10年，而且每次
让她们出来说什么，她们总是很朴实，很低调。”吴佩玲说。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贾默林

顺手帮奶奶插上门插销

“我早上剪了个头发，顺便烧了个小菜……”
门一开，徐奶奶拉着金亚媛的手往屋里走，一边絮
絮叨叨地把自己上午做的事给“汇报”了一遍。

如果没有金亚媛，徐奶奶或许不会是眼下这
副状态。

徐奶奶和老伴的感情很好。在老伴去世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沉溺于悲伤中无法自拔，嘴
里时常嘟囔着“好想老头子”，还把自己关在家里，
不愿出门。

孩子们担心她，劝她出去走走散散心，可收效
甚微。这件事被金亚媛知道了，主动找上门跟徐
奶奶结对。

“其实我真的没做什么事，也不知道该说什
么。”坐在徐奶奶家的小院里，金亚媛只有在跟徐
奶奶拉家常时，表现得更为放松。

虽然平时一个人住，但徐奶奶身体还算硬朗，
生活能够自理，孩子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帮她把饭
菜烧好。金亚媛要做的，就是隔三差五到徐奶奶
家转一圈，陪她聊聊天。

看起来，金亚媛真的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
事。不过，一晃三年过去了，这种看似不起眼的陪
伴带来的变化，徐奶奶自己最清楚：“感觉人比以
前开朗很多，村里有活动，也愿意去看看。”

时间临近中午，金亚媛起身准备回家。临走
前，她帮徐奶奶把通往小院的半扇门给插上插销，
还在门槛处倚了一块木条。这样一来，门就不会
被风吹开。

这是徐奶奶的生活习惯，金亚媛早就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

跑来跑去跑到膝盖积水

事实并非如此。沿江村的不少村民都知道，金亚媛的生活也有诸多不易。
金亚媛的老伴身患疾病，血小板经常莫名下降，甚至降到危及生命的地步。过

去10年里，他几乎每个月都要跑到宁波住一次院。
“最近一次，只隔了半个月，就又跑去住院。”金亚媛说，语气有些沉重。每次住

院，最辛苦的就是她，每天一大早就跑去医院，等到夜色渐深、华灯初上才回家。
“有时候村里有事要亚媛阿姨帮忙，她中途还要跑回来一趟。”一旁，吴佩玲插话。
“我膝盖有段时间严重积水，就是因为这样每天跑来跑去跑出来的。”金亚媛说。
金亚媛老伴的这个病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其实他平时生活都是没问题

的，烧菜做饭也不在话下，但我不敢让他一个人弄，万一蹭破点皮，后果不堪设想。”
金亚媛印象很深刻的是，每次去医院抽血，明明针只戳了那么小一个口，换做常

人，顶多按几分钟，血就凝住了，可老伴却要足足按上一个小时。
尽管老伴身边离不开人，金亚媛还是心甘情愿为村里的老人们操劳。徐奶奶已

经是她结对的第二位老人了。她的想法很简单：“再忙，总归会有空的时候”，“能帮
则帮，我也只是尽自己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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