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阿姨今年70多岁了，她的儿子阿伟患尿毒症多年，前不久离开了人世。
“这些年，真的多亏了张孝杰师傅和他同伴的帮助。”朱阿姨告诉记者，阿伟

生病后，心情一直很不好，甚至还一度想不开要自杀。从2014年开始，张师傅和
志愿者每个月都带着食品、日用品上门看望阿伟，陪他聊天，“是张师傅一次次的
开导，让阿伟逐渐走了出来。他对阿伟的好，连我们做父母的都比不上！”

“一年前，阿伟病情越发严重，一周要去医院做好几次透析。我和老伴年纪
大了，每次乘公交陪他来回，根本扛不住。我们跟张师傅一说，张师傅马上联系
了出租车车队的林师傅来帮忙。不管过年过节，林师傅每周三次义务接送，让我
们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朱阿姨说。

今年2月下旬，阿伟的身体已经没办法做透析了，只能躺在床上煎熬。2月
23日，看到阿伟身体不停地发抖，朱阿姨心里很慌，马上联系张师傅，请他过来。

“当时，阿伟还是清醒的，他心里有话，没跟我们说，却都跟张师傅说了。”朱
阿姨边说边流泪，“我就在一旁听着。阿伟说，他很难受，想早点走……他说，谢
谢张师傅这么多年来看他、帮他、照顾他……”

“阿伟走的那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脑子里只想到要给张师傅打电话。张
师傅让我别慌，说他已经帮我们联系了人，对方考虑到我们家的情况，会上门帮
忙的。”朱阿姨说，阿伟的后事，她全凭张师傅“撑腰”，才坚持了下来。

“我们多次向张师傅道谢，但他却一直说，这是应该做的。与我们无亲无故
的他，帮了我们这么多年，时时处处为我们着想，只说了句‘应该的’，这让我们无
以为报！”朱阿姨说，家里本来想做面锦旗表达谢意，却被张师傅拒绝，张师傅让
她们把钱用在需要的地方，“之前，我曾让外孙女写过一封感谢信送去，但我还是
想通过晚报，再郑重感谢一下志愿者们。”

病人家属诚挚感谢
“这句‘应该’，让我们无以为报！”

“很多人以为，临终关怀，就是陪伴生命最后的一程，其
实不是。临终关怀，是在病人将要逝世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
个月内，帮助他减轻疾病的症状、缓解病人和家属的恐惧和
痛苦，做到前期介入、临终关怀、善终善后。有些情况下，关
怀服务要一直跟踪到家属释怀、走出阴影。”北斗心灵生命关
怀服务队队长刘永明告诉记者，每送别一个人，每面对一次
死亡，都很沉重。可是，相比于让病人平静、有尊严地离开，
让家属们能够坦然面对今后的生活，大家觉得付出都是值得
的。

“前期陪护还好，但在后期，没有强大的内心，根本承受不
住。”一位志愿者说，他刚开始服务的时候，好长一段时间沉浸
在悲痛中，后来，是团队通过分享会的形式互相疏导、互相鼓
励，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慢慢走出悲伤。“服务的过程中，我
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也体会到了我们坚持下去的意义。”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上张孝杰时，他正在参加社区的学雷锋活动，“明天就是
‘学雷锋日’，社区里组织了摆摊服务，我没什么手艺，就是帮点小忙。”

问起阿伟的事，张孝杰说，这都是缘分，“5年前，我去医院住院部看望一位病
人，在病房里看到护士在给一名男子打针，可男子却不停反抗，想要拔掉针头，嘴
里还嚷着‘我真的没钱打针，不治了，我不想活了’，男子的母亲就在旁边，一直
哭。”

当时，张孝杰打听了下，男子叫阿伟，50岁，得了尿毒症，但家里的经济条件
已经支撑不下去了，“这家人太可怜了，旁边一些好心人当场给阿伟捐了钱，我也
塞给他500元。”

从医院回来，张孝杰心里一直记挂着阿伟的事，他决定和阿伟家结对。于
是，他跑到阿伟住的社区了解情况，然后上门“毛遂自荐”。

“第一次拜访，我是和队里的志愿者吴老师一起去的，在他们家聊了很久。
看着阿伟和他的家人无助的眼神，我们两个也忍不住流泪。”张孝杰说，结对之
后，他每个月都会在北斗心灵的志愿者群里发通知，召集志愿者一起去阿伟家，
给阿伟和他的家人做心理疏导，有时也帮忙做做家务。阿伟家里遇到什么困难，
他就联络海曙区社会服务中心，帮忙对接社会资源，“现在回头想想，我做的并不
多，我们北斗心灵团队里的志愿者们，都是这么在付出的。”

记者了解到，张孝杰今年已经70多岁了，本该在家颐养天年，可他却经常忙
得不分昼夜：到医院慰问重病患者，在社区陪伴高龄孤老，帮助家属料理逝者后
事……他还结对了10多位老年人，定期上门看望。“生离死别，是人生最痛苦的
事，能帮助、陪伴病人和家属平安度过，就是一件好事。志愿工作不分大小，总得
有人做。我做了这么多年，已经熟悉了，习惯了。”张孝杰说。

志愿者们淡然处之
“陪伴病人和家属平安度过，我们做的并不多”

“北斗心灵团队的成立，最初就是由于一群志愿者自发
地在做临终关怀的服务，他们不求任何回报、不计任何得失
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也聚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很多
病人家属表达感激之情时对我们说‘无以为报’，这就对了！
不求回报，就是学习雷锋奉献精神的真谛。如今，不仅仅在

‘学雷锋’日，在平时也有很多志愿者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他
们能够坚持服务的内在动力，就源于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以及对雷锋精神的追求，只要我们都愿意去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好事，社会风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刘永明说。

北斗心灵团队还曾服务过一个老人，经过数月的相处，
老人已经把志愿者当亲人看待。后来，老人感觉自己快要不
行了，想做点什么作为回报，就打算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
捐给北斗心灵团队，希望把爱心传递下去，“这房子我们自然
不会收。如果接受，就是我们目的不纯了，我们也是平凡人，
只想真心地去做一些分内的事，让病人感受到社会还是美好
的。”刘永明说。

目前，北斗心灵生命关怀服务队共有195位注册志愿者，
其中能够全程服务下来的志愿者只有50位，因为全程服务需
要志愿者倾注更多的耐心和爱心，需要掌握一定的专业技
能，当然，也需要志愿者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廖佳敏

这是一群“特殊”的志愿者
在临终关怀服务过程中
感受生命的意义

他们也有话要说
“不求回报、不计得失，
奉献的真谛，就在于此”

面对受助者的感谢
志愿者这样说——

“5年了，每次我们向张师傅道谢，他总说，这是他和阿伟的缘分，是应该做的！
但作为家属来说，张师傅他们为阿伟付出太多了。我们真的无以为报……”昨天，市
民朱阿姨给本报打来电话，说在3月5日“学雷锋日”来临之际，她希望通过晚报向北
斗心灵生命关怀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特别是张孝杰师傅，表达全家人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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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为报’？
这就对了！
不求回报，不计得失
正是他们追求的奉献精神

“
”

2月下旬，志愿者们去阿伟家里看望。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