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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点亮黑暗

行动诠释光明

韩金风，女，65岁，平阴县榆山街道翟庄

村村民。韩金风因青光眼失明十多年，她依靠

多年练就的敏锐听觉和熟悉空间的感觉，长年

坚持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95岁婆婆。每天早晨6

点到晚上10点，韩金风要伺候婆婆起床、梳

洗、喂水喂饭、洗澡、捶背、剪指甲、聊

天……婆婆牙口不好，为保证婆婆的营养，她

变着法地准备软和的饭食。为防止婆婆久卧床

榻，心情不好，韩金风每天都会把婆婆搀扶到

轮椅上，推到外面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为

保证婆婆的清洁卫生，韩金风每天至少给婆婆

擦洗两次身子。晚上，她要给婆婆倒完尿桶，

洗好尿裤，伺候老人睡下才能休息。每天夜

里，韩金风为照顾婆婆大小便至少要起来四五

次。久而久之，她患上失眠的毛病。婆婆的气

色越来越好，而韩金风的身体却日渐消瘦，但

她却甘之如饴。

为老服务无终点

孝亲敬老要躬行

王美华，女，41岁，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

街道七东社区综合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

美华每天都会第一个出现在社区服务中心。
2013年上任后，她对社区的“老饭桌”进行了

提升改造，大胆提出“公建民营”理念，专门

为社区独居、困难老人提供助餐服务。同年，

王美华引进了专业为老服务社会组织，为社区
60岁以上老人提供无偿、低偿、有偿的居家健

康养老服务，600多名老人受益。2014年冬天，

王美华冒着大雪准时为86岁的王玉敏老人送餐

时，联系不上老人便立刻寻找。当看到被困在

路边商铺屋檐下近两小时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

时，她立刻把自己的帽子、手套给老人戴上，

并搀扶着老人回家。王美华为社区的老年人开

设了20多个学习小组，还自掏腰包聘请授课老

师。在王美华的带领下，社区先后荣获“全国

社区服务先进社区”等称号。由于自己父母早

逝，她把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

了公婆身上。有一次，婆婆不慎胳膊骨折，丈

夫又恰巧出差，从没干过农活的王美华将两岁

的孩子托付给邻居，赶回老家帮公婆收麦子。

爱心敬老

始于足下

许山东，男，36岁，青岛市即墨区豫德敬

老爱老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许山东通过学习

修脚技术自主创业。2010年，许山东上门为因

脑血栓后遗症不能出门的小脚老人修脚，看到

老人的处境，决定以后定期照顾老人。他听闻

一位老大爷骑电动车去修脚，路遇车祸丧生

后，就走上了为孤寡老人献爱心的公益修脚之

路。2015年重阳节，他发起成立“敬老爱老服

务队”，为近400名老年人提供免费服务。在他

的影响下，爱心志愿者不断增加，爱心服务项

目也不断扩展。2015年12月，他的服务团队正

式注册为即墨区豫德敬老爱老志愿服务中心，

目前已有5000多名志愿者。团队成立后，走进

偏远的乡村、社区、养老院，每月最少开展2次

公益活动。

善举点起星星火

大爱成就孝老路

李琦，男，41岁，青岛市交运集团温馨巴

士有限公司通达分公司613路驾驶员。李琦曾荣

获“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山东好人”“山

东省敬老模范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李

琦从小就孝顺，为帮妈妈分担家务，从4岁开始

就学着生炉子做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结

婚后，他更是一天不落地看望父母。2013年，

李琦参加“银龄幸福工程”活动，与辖区内老

人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为取得老人信

任，李琦不顾驾车疲劳，无论下班早晚都坚持

每天到老人家里，承担起所有零碎活、力气

活，终于获得老人认可。李琦用自己的行动，

感染着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最后凝聚起一个千

余人的爱心团队，辐射31个服务基地、24个社

区、17个养老院、4个爱心发屋、2个自闭症学

校。2017年5月，“馨飞扬”爱心陪伴工作室成

立，汇聚了更多的敬老力量，招收了很多孩

子，组成小志愿者队伍，让孝老爱亲从小生根

发芽，老年人享受的服务也越来越多。

放弃上海的工作

用青春谱写“夕阳红”

徐玮，女，42岁，淄博市张店区夕阳红老

年公寓院长。徐玮29岁时放弃上海的营销总监

职务，女承父业接手养老院，一干就是13年。

为更好接手工作，她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没

照顾过自己父母的她和护理人员一样给公寓的

老人翻身、清理褥疮、洗澡、推老人到院子里

晒太阳。为照顾老人，她坚持多年陪老人过春

节；她陪护患银屑病多年的梁树远老人住院35

天；她曾在寒冬的夜里将心脏病发作的老人护

送到医院；她无微不至地照护子女都无法忍受

的暴脾气老人，使老人身心变得健康；她注重

老年人的膳食营养，很多老年人入住是因为她

的老年公寓伙食好，她经常为老年人包水饺，

每次包水饺都要最少准备7种馅子，以满足不同

口味的老年人；她细心照顾入住老人，有一个

残联托养的老人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识了，但

每次见了她都要打招呼；她注重老年人的精神

慰藉，教会老年人使用微信，建立了老年人和

家属微信群，家属可随时通过视频查看老人的

生活状况；她配齐文化硬件设施，经常组织各

类讲座，布置的公寓环境富有青春色彩，让老

年人感受到青春活力；她着力推出个性化、亲

情化、特色化、多样化服务，让老人们住进公

寓，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百善孝为先

婆婆也是妈

万秀，女，29岁，枣庄市山亭区府前东路

实验幼儿园教师。2012年万秀大学毕业，从湖

北到山亭落户扎根。5年后，49岁的婆婆查出

肾衰竭。公公腿脚不便，婆婆住院期间，给

婆婆擦洗身体、换尿布的活基本都是由她完

成。有一段时间，婆婆闹情绪，不愿配合治

疗，儿子也拿老人没办法。万秀找到婆婆

“软肋”，对症下药，此后婆婆一直积极配

合治疗。为照顾婆婆，她医院、单位两边

跑，家里1岁半的儿子无人照顾，多亏妈妈从

湖北赶来帮忙才解了燃眉之急。婆婆在医院

的最后两个多星期，她从未脱下过衣服睡

觉，脸都来不及洗，整个人憔悴得不成样

子。最终，婆婆还是离开人世。婆婆走后，

为缓解公公的悲伤情绪，她把公公接到自己

家，除物质支持外，她和老公时常带公公外

出旅游，用爱陪伴。在她的细心照顾下，公

公多年的膝盖滑膜炎近一年也没复发。

视老人如父母

悉心抓好细节

颜廷侠，女，53岁，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

屯镇敬老院院长。颜廷侠曾获“齐鲁和谐使

者”“最美齐鲁民政人”等荣誉称号。作为敬

老院院长，她随时关注老人心情，想法逗老人

开心。为防止老人走错房间，她在每个老人房

间醒目位置贴上卡片，写有姓名，粘贴本人照

片。对路远和容易走失人员外出一律派专人护

送。她经常邀请文艺团体、义工组织、电影

队，给老人们表演节目，放映电影，每年不下
60多场次。她把有文艺特长的老人组织起来，

组建了台儿庄区第一支五保老人乐队。老人们

大多都体弱多病，颜廷侠积极向残联争取价值
10多万元的康复器材，并亲力亲为，指导、帮

助老人们进行康复训练。几年来，先后有30多

位老人康复。颜廷侠还联系社会爱心团体，接

受捐款或者捐赠的衣物，让老人们一年夏冬两

季都能穿上4到5件新衣服。

孝心产生奇迹

唤醒昏迷父亲

吴光辉，男，40岁，东营市政协办公室老

干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他悉心照顾、努力救

治并唤醒遭遇车祸变成植物人的父亲。2012年
1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吴光辉的父亲成

为植物人，面对医生“已没有治疗的意义”的

诊断，吴光辉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先后几十次

到大城市寻医问药，并把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

请到父亲病床前会诊。那段日子，他衣不解带

地照顾父亲，擦身喂饭、端屎倒尿、捏脚按

摩，两小时一翻身、四小时一扣背。吴光辉用

孝心创造了医学奇迹，在父亲昏迷8个月后的一

天，一根手指突然动了一下，一周后，竟奇迹

般地醒了。为了便于照顾老人，他将父母接到

自己家中，协助父亲进行康复训练。如今6年多

过去了，父亲虽仍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可是

在他和母亲的精心照顾下，老人从来没生过褥

疮，肌肉也没有出现萎缩，身体逐渐好转。在

吴光辉的带动下，妻子和女儿对老人也格外孝

顺，做饭洗衣、端屎倒尿都是抢着干，从不嫌

脏说累。面对朋友邻居同事的称赞，吴光辉总

是笑眯眯地说：“照顾自己的老人，不是天经

地义的嘛。”

负重行且远

道长志更坚

燕红，女，44岁，广饶县大王镇爱心之家

护老院院长。燕红热心公益事业，看到身边和

社会上许多老年人，因子女忙于工作没人照

顾，便想开办养老院，照顾这些老人，让他们

安度晚年。2014年她自筹资金，注册成立了广

饶县首个民办养老机构。燕红的护老院重点是

接收失能、失智老人。为让这些家人无法照顾

的老人享受到家一样的温暖，她赴多地学习

先进管理经验，努力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已

初步形成了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并临床实

践总结出了褥疮湿润治疗法，解决了患褥疮

老人的痛苦。燕红对待老人非常细心，吴大

娘是癌症晚期老人，一到下午就发烧，她每天

夜里为老人物理降温，并帮老人完成心愿，让

老人安详离开。她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今年，燕红又受当地政府委托运营红星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

任凭前路坎坷

我们一起走

张述华，女，67岁，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

道芷坊村村民。张述华自婚后就一直与年老体

弱的公婆和两个身患残疾的大伯哥一起生活，

面对一大家子人，她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为改善生活，1996年，丈夫辞职创业，大伯哥

掌管财务，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意越来越红

火。 2 0 0 1年，大伯哥因病瘫痪在床无法自

理。张述华听说用芦荟大黄甙泡酒可以治疗

静脉炎，便在自家阳台种植。每天晚上雷打

不动地用泡好的药酒给大伯哥清洗双腿，虽

然治愈的可能性很小，但只要能减轻痛苦，

张述华就觉得值得。今年3月，大伯哥因病住

院，张述华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耐心细

致地照顾兄弟二人。4月底，年近80的大伯哥因

病情加重不幸去世。临终前，大哥要求亲人给

他拍了一张全家福，夸身边的弟媳妇敬老爱亲

很孝顺。

拥梦而生

为孝而行

宋华西，男，50岁，烟台高新区御花园老

年公寓院长。宋华西母亲瘫痪在床10余年，他

与兄妹轮流日夜看护，当医生都要放弃治疗

时，他仍坚持救治，一次次将母亲从死神手中

夺回。2003年，宋华西得知解世昌老人的不幸

遭遇后，便与其建立了长期帮扶关系，至今已

资助费用20余万元。他有一个梦想，建一个全

国一流老年公寓，让老人体面而又有尊严地生

活。为此他筹备10年，先后到世界各地学习，

又重返母校深造。2012年，宋华西的御花园老

年公寓一期（8万平方米，2000张床位）开工建

设，他推出融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为一体的全

新养老模式。建成后宋华西与老人们同吃、同

住、同娱乐。他还建了很多群，老人们有什么

事可随时发到群中，他会第一时间解决。2016

年，宋华西担任烟台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各

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细心照顾婆婆

无悔撑起家庭

房树英，女，56岁，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

道南上坊居委会居民。房树英的婆婆和丈夫都

失去劳动能力且卧床多年。每天早晨房树英都

先做好饭，再把婆婆和丈夫叫醒，给他们擦

身，把饭端到丈夫床前，然后给婆婆喂饭。之

后她匆匆吃几口饭，便开始一天的忙碌。她会

抽空耐心地听婆婆一遍遍讲过去的事；婆婆喜

欢京剧，每天晚上家里都看戏剧频道，她还特

意给婆婆买了收音机，方便老人听京剧；听说

晒太阳对身体好，她便把婆婆安置在朝阳的房

间，天好时，她会把婆婆抱到轮椅上晒太阳。

自从婆婆和丈夫卧床后，房树英几乎没睡过一

个整觉。老人大小便失禁，夏天怕有味，她每

晚要起五六次帮婆婆清理，天凉了，也要起两

三次。冬天，为避免婆婆瘫痪的下肢冻伤，睡

前她要给老人泡脚、按摩。帮老人换洗衣物

时，她都先把衣服捂得暖暖的，再给老人穿

上。她不敢出远门，即便回娘家也来去匆匆。

离乡侍公婆

修脚献孝心

陈义丽，女，55岁，蓬莱市旅游度假区管

委科员。陈义丽是云南人，回蓬莱前曾担任文

山州丘北县旅游局副局长。2005年，为照顾生

病的公婆，她辞职随爱人军转回蓬莱，成为一

名普通工作人员。回蓬莱后，她一面克服水土

不服等生活困难，一面访名医、看专家门诊、

找偏方、买治疗仪为公婆治病。公婆每次住

院，她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她发现公公有灰指

甲，就自学修脚技术，并于2012年考取“高级

修脚师证”。有了技术后，她到慈善总会报名

到敬老院服务。为打消老人顾虑，刚开始她不

戴口罩、手套之类的防护用具，以至后来每次

修完脚都会面部发痒，回家后必须及时做清洗

和消毒处理，但也因此取得了老人的信任，越

来越多的老人根除了困扰多年的脚病。她的事

迹带动了一批人，2013年他们正式组建了蓬莱

市第一支“修脚义工小队”，把全市敬老院有

脚病的老人纳入他们的修脚计划。5年来，义工

队为老人修脚超过4000人次。

奉献孝老事业

提升老人幸福感

徐林收，男，50岁，潍坊高密市阚家镇松

兴屯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徐林收曾获“中

国好人”等荣誉称号。徐林收在未回村任职

前，就每年拿出10万元，为村里的老年人发放

春节慰问品，对村里的两个困难老人，出资
2000元资助。任职支部书记后，更始终把孝亲

敬老记在心上，村“两委”把尊老敬老工作摆

上重要工作日程，常抓不懈。逐年提高村里的

老年人生活待遇；逢年过节时他不忘到老年人

家中走访慰问，并带去过节的礼品，帮助困难

老年人解决生活困难；每年都组织65周岁以上

老年人到卫生院查体，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

案；投资100多万元建设了老年活动中心；按照

乡村振兴的要求，规划建设养老托老中心等。

通过这些举措，进一步增进了老年人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无论多忙，他总是抽时间定期到父

母家中看望老人，听到老人不舒服，他就赶紧

放下手里事陪伴老人。

用声音凝聚力量

用电波传递真情

陈华，女，41岁，潍坊人民广播电台主持

人。为做好“银龄之声”节目，刚开始陈华每

天早上4点半就去和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交流。后

来，老年人多的地方就成了她最爱去的地方，

因用心研究老年人需求，节目越来越受到老年

人认可。在挑选嘉宾时，陈华只选择专业水平

高，而且非常用心的专家。有时嘉宾都定稿

了，她感觉不够实用或者没做到通俗易懂，就

会跟嘉宾反复沟通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她不断创新节目形式和内容，利用微信平台，

建立听友群，把专家请进群，经常分享知识，

在线解答大家的问题。陈华还邀请不少听众走

进直播间，展示他们的生活和才艺。在做好广

播节目的同时，陈华带头成立了“银龄之声艺

术团”“关爱老年人志愿服务队”，并多次带

领节目组与合作单位一起走进社区和敬老院，

面对面为老年朋友服务。

再难也不离不弃

再苦也要孝亲敬老

张爱华，女，57岁，济宁汶上县军屯乡解

家庄村村民。张爱华曾获“中国好人”等荣

誉称号。张爱华的丈夫36岁后因腰疼丧失自

理能力和劳动能力，从此她一日三餐喂丈夫

吃饭，帮助丈夫大小便。为减轻丈夫的疼

痛，她学会了针灸、按摩等，每隔三个小时

就为丈夫按摩一次。2010年春天，妹夫车祸去

世，公婆承受不住打击，相继瘫痪在床。两

个屋三张床上躺满病人，她强忍泪水每天精

心伺候三个病号，从来没抱怨过一句。除照

顾病人，张爱华还要靠种植5亩地养活一家

人。她每天早上3点就起床到地里干活，等孩

子和丈夫睡醒了，再回家做饭。做完饭后，

自己随便吃上几口，又匆匆赶到地里。一年

秋收时，拖拉机很少，她只能自己在前头

拉，让孩子们在后面推，走走停停，硬是把

几亩地的玉米拉回了家。现在，她孝老爱亲

的精神传承给了子孙，儿孙们争抢着帮家里

分担。

功成不忘报社会

孝亲敬老情绵长

孔维涛，男，42岁，曲阜市天伦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主任。孔维涛是孔氏第七十八代后

裔，从小受儒家孝文化熏陶。2005年创业成功

后，他每年重阳节都购买一万多元的物品，带

领志愿者走访慰问敬老院老人及农村困难老

人，十几年如一日。曲阜市天伦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成立至今，免费培训养老护理员387人，

提供就业岗位3 1 4个，服务失独、空巢、独

居、高龄老人1000余人。2014年他又与曲阜师

范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合作，投资30余万元建

设了设施齐全的曲师大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2015年，他自筹资金50余万元投资建设了

居家养老信息化服务平台，并探索出了一条

智能化养老与O2O服务完美结合的新模式。

他还长期义务赡养4位三无孤寡老人，为老人

们处理干不了的事情，定期给老人送食物和生

活用品等。

尽人间孝道

圆老人梦想

冯蕴瑄，男，51岁，山东科技大学职工。

冯蕴瑄的父亲年轻时在英国攻读汽车专业硕士

学位，回国后在中国一汽技术中心工作。2015

年初，父亲因病卧床，后因糖尿病加重长了很

多褥疮。冯蕴瑄深知父亲对汽车事业的热爱，

为让父亲战胜疾病，他许诺“等您好了，我带

您去一汽！”冯蕴瑄每天三次给父亲擦洗褥

疮并上药，定时抱老人下床，到轮椅上练习

坐。刚开始坐不住，坚持了5个月，终于坐住

了。接下来他又从身后抱住父亲，帮父亲练

习站，5个月后，父亲在他的搀扶下能够站稳

了。之后冯蕴瑄又帮助父亲训练行走，从身

后搀扶着父亲的双臂，用自己的脚踢父亲的

脚，帮助父亲慢慢挪步。其间，褥疮也彻底

治好。2017年8月，冯蕴瑄带着制氧机、吸痰

机、急救箱、轮椅陪护患有重度心脏病和糖

尿病的93岁老父亲，从泰安远赴长春，帮助

老人实现了重回工作故地的心愿。

关心支持老龄事业

传承弘扬孝道文化

孙绪民，男，51岁，肥城市新城街道办事

处孙家小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孙绪

民对家中老人十分孝顺，他75岁的老母亲因糖

尿病并发症导致腿部疾病，走路成了难题，医

生当时建议，一定要多晒太阳。孙绪民就两个

多月雷打不动，坚持每天下午背母亲下楼，母

亲的腿病也因此恢复得很快很好。平日里，

孙绪民不管工作有多忙，都不忘到父母和岳

父母住处帮做家务，及时了解4位老人的身体

状况、疾病用药情况。31岁的孙绪民得知孙

远其老人抗战时被抓到日本当劳工，75岁时

又失去儿 子 ， 便 当 起 了 他家中的 “ 男 劳

力”，一坚持就是20年。为照顾村里老人，

孙绪民积极倡导，在村里集体投资1 0 0多万

元，建设了2000多平方米的日间照料中心。在

他的感召下，村“两委”始终把老年人的事

情作为重要事情来抓。他带头参加组建了村

“红色义工队”，定期到孤寡老人、留守老

人、病残老人家中，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踊跃加入到义工团队

中来，全村孝亲敬老蔚然成风。

（下转第7版）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

德，省老龄办决定推选第十三届“山东省十大孝星”。根据各市

和社会各界推荐的候选人事迹材料等，研究确定了40名候选人，

现将他们的事迹公示如下，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监督电话：

0531—51771590。 (候选人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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