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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阿姨是蓓蓓工作室服务过的众多老人
中的一个。老人的脚背高高拱起，脚指头隐藏
在脚板底下，脚指甲深深嵌进肉里。每次修脚
前，许蓓都要拿热水给老人泡20多分钟，使脚
指甲软化。修剪过程中，许蓓还不时询问老人
有没有感觉到痛……

刘阿姨感慨地说：“我年纪大了，剪脚指甲
成了难事，现在脚指甲长出来后不用发愁了，
可以直接来找蓓蓓。有时候天冷了，蓓蓓还会
亲自到家里来给我剪，真是太谢谢她了……”

11月16日，许蓓上门服务的王阿姨40多
岁的时候出了工伤事故，视网膜破了，眼睛看
不清东西。“平时，我女儿也会过来照顾一下。
但最主要还是靠许蓓和她的团队来关心我。”
王阿姨说。

当天，许蓓除了为王阿姨修脚，还有另一
桩事情：11月15日，蓓蓓工作室志愿者上门帮
忙疏通管道，打扫卫生，临走看到王阿姨需要
理发和剪脚指甲了，随即，许蓓就王阿姨约了
第二天上门的具体时间。

昨天一早，海曙区白云街道联北社区社工卫娟
收到了一条视频。视频里，一位躺在床上的老人一
边挥手，一边说：“大家早安！谢谢大家的关照，有
你们的关照，我觉得很幸福，非常感谢！”

发视频的是台胞陈女士，在视频里表示感谢的
是陈女士的老伴褚先生。

此外，陈女士还给联北社区志愿者余镇国打电
话表示感谢：“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16年前我们
选择在宁波养老，真的太正确了。”

志愿者陪去住院
每天微信了解老人病情

褚先生夫妻住在联北社区，负责该片区的社工
是卫娟。11月8日下午4点多，卫娟收到陈女士的
微信。原来褚先生突然感到很难受，血压很低，四
肢冰凉，浑身冒冷汗。

“我建议陈阿姨，让叔叔平躺在床上一段时间，
然后再测一次血压。如果还是很低，就要立即上医
院。”卫娟说，后来褚先生情况有所好转，就打算晚
上好好休息一下，第二天再去医院检查。

第二天，褚先生夫妻来到社区，请卫娟陪着去
医院。“两位老人在宁波从未去过医院。”卫娟说，而
且老人对病情也比较担心。

在医院，卫娟陪着做了检查，结果不太好，褚先
生肺部有结节，医生建议住院。老人表示，他们想
回家和子女打电话商量，然后再做决定。

“第二天一早他们告诉我，决定在宁波就医。”
卫娟说，老人觉得子女不在台湾，他们回台湾看医
生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在宁波还有社区和志愿者会
帮助他们。

11月10日，卫娟一直在外面忙，社区志愿者余
镇国主动请缨，陪褚先生夫妻去医院。

根据规定，一名病人只允许一名亲属陪同。这
两天，余镇国每天通过微信，和在医院里陪护的陈
女士联系。“今天，老爷子能起床上厕所了。明天就
要去做穿刺。”听了陈女士的话，余镇国非常高兴。

陈女士说，大儿子本周五就会坐飞机到广州，
根据防疫要求，过了隔离期就能到医院探望了。“虽
然来了也没什么用，但也能给老爷子打打气。”

风土人情吸引两位老人
选择在宁波养老

陈女士说，2005年，他们在宁波买了房子，本
打算这是一处“中转站”，方便他们在全国各地到处
去走走看看。“但后来宁波的环境和风土人情吸引
了我们，我们决定选择在宁波养老。”

一开始，两位老人感觉生活有些不便。有一
次，陈女士去看牙医，但因为年纪大，而且是一个人
去的，牙医不给看。“从那以后，陈阿姨有事就会找
社区。”社区党委书记林伟萍说。

这些年来，为了帮助两位老人融入宁波，社区
也动了不少脑筋。“我们让陈阿姨担任楼道小组长，
有什么活动都带她一起参加。”林伟萍说，比如宣传

“平安三率”的时候，就让卫娟带着陈女士，一户户
地敲门。这样，邻居之间马上就熟悉起来了。

而社区有什么活动，陈女士也会积极参加，需
要帮忙的也从不推辞。“陈阿姨有文艺细胞，所以我
们经常邀请她参加社区里的各种晚会。”林伟萍说。

5年前的一次中秋节，社区举办了一个晚会，
余镇国是主持人。“当时陈姐还上台唱了一首歌。
我还在台上采访了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把
宁波作为终老之所。”余镇国说，陈女士回答完问题
后，还特别说了句“在宁波特别开心”。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王江宁

老人从病床上发来感谢视频

“选择在宁波养老，
真的太正确了”

社区里，许多老人碰到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她打电话

贴心服务让她成为社区老人的“好女儿”
11 月 16日，许蓓如约来到王

阿姨的家里，给老人修剪脚趾甲。
“她太好了，对我们老年人很关心，
为了我们还专门去学修脚技术。
我们都知道，她学习修脚的时候还
削平了几十只大萝卜呢。”王阿姨
说，现在社区里的老人把许蓓当自
己的“好女儿”，有事也喜欢找许蓓
帮忙。

刚开始有人不太理解许蓓的
做法，认为她是在“出风头”，许蓓
也曾想过放弃。“可是一想到每月
早早来到工作室门口等待修脚的
老年人，看到他们修完脚后脸上
露出的满意笑容，我又坚定了信
心。”许蓓说。

今年59岁的许蓓是海曙区鼓楼街道苍水

社区的一名志愿者。2008年许蓓下岗后，社区
伸出援手，给她提供了一个公益性岗位。懂得
感恩的许蓓在做社区阅览室图书管理员的同
时，开启了自己的志愿服务事业。

2010年，许蓓动了一次手术，之后她弯腰
修脚时感到十分吃力。由此她想到了老年人
弯腰也不方便，于是便萌生了给老人修脚的想
法。当年8月，苍水社区以许蓓的名义成立了

“蓓蓓工作室”，刚开始有14名志愿者加入。“当
时我只会简单修脚，不会处理灰指甲等脚疾。
看到有的老人因为脚疾而痛苦，我真的是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

2012年9月，宁波市慈善总会开展修脚技
术培训学习，许蓓第一个报名。那期培训班
中，50岁的许蓓是年龄最大的学员。

“学习的难度超乎想象，所以我不敢缺

课。”许蓓说，她平时修脚都是用剪刀，而修剪
老茧、灰指甲等需要用专业刀具，而专业刀具
和剪刀完全是两回事。

为此，许蓓放弃双休日，一边接受培训一
边自我加强训练。那段时间，女儿要结婚了，
想让她陪着去买嫁妆。但因为学习，许蓓只能
愧疚地让女儿自己去买。“幸亏女儿很支持
我。”回想起来，许蓓仍然觉得对不起女儿。

初学时，老师建议许蓓用萝卜去练手。于
是，她整天抱着大萝卜练习。为期一个月的培
训，许蓓削平了几十只大萝卜。“专业修脚刀面
都是斜口的，为了均衡手腕和手指的力量，我
没少下功夫，指间经常会起水泡，不得不贴上
创可贴。”

功夫不负有心人，许蓓终于可以娴熟操作
锋利的刀具，2016年，她还拿到了高级修指师
证书和养老护理员证书。

就这样，在为老人修脚、理发的过程中，许
蓓慢慢地将社区每一名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除了每月固
定两次为老人进行集中理发、修脚外，为老人
买菜、配药、半夜送老人去医院等也是家常便
饭。许多老人碰到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就是
给蓓蓓打电话，而她总是随叫随到，毫无怨言。

两年前的一天凌晨，独居老人俞阿姨生病
了，儿子的电话没打通，就给许蓓打电话。许
蓓二话没说，从被窝里出来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忙前忙后办手续让老人住了院，早上直到老人
的儿子过来才回家补觉。“现在，俞阿姨每次见
到我都会喊我‘救命恩人’，我都不好意思了。”

还有一次，清晨5点多，一位老人给许蓓打
来电话，说是老伴晕倒了。“社区每位老人家里
都有我的电话，，而这位老人是残疾人，在床上
起不来，就给我打电话。”许蓓说，后来送到医
院一检查，是低血糖。“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
否则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85岁的岳师傅也是独自居住。有一次，晚
上被汽车撞了，岳师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许
蓓。许蓓陪着他到了鼓楼医院，陪着做检查。

“对她我没啥可以表示谢意的。我就做好了
饭，给她打个电话，请她过来一起吃。有时候
她也会来，我感觉这才像是一个家，她就是我
的女儿。”

一次又一次无私的帮助，许蓓感动了一位
又一位老人。她的做法也带动了身边的居
民。有一次，许蓓看到一位老人吃力地拎了一
捆甘蔗，就立即上前帮其拎回家，后来老人也
决定来做志愿者。

蓓蓓工作室的志愿者也从最初的15人发
展到现在的58人，服务对象覆盖了社区500多
位70岁以上老人和10多位残疾人。社区党委
书记高燕说，日益和谐的邻里氛围以及愈来愈
多居民的参与，印证了“蓓蓓团队”日益扩大的
影响力和凝聚力。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唐悦旻

她成了榜样，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志愿服务

为了练习修脚技术，她削平了几十只大萝卜

经常到老人家里走访，预约上门修脚、理发时间

许蓓回忆当初是怎么学会修脚的。记者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