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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翔方慧玲高晶晶

德 耀 中 华

昨日上午，罗山县竹竿镇赵山村
李老湾组的一处农家小院，不时传出
爽朗的笑声。 记者走进一看，宽敞的
堂屋里，老人们有的打长牌，有的看
电视，有的在唠嗑，他们的护理员万
德凤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我们都
是一个村组的，白天可以在这里吃饭
休息，打牌唠嗑，晚上各回各家，再也
不觉得孤独了。 你看，我们还有集体
宿舍呢

!

”

79

岁的王金凤将记者领到
堂屋后新建的

3

间男、女宿舍前，自
豪地说。

“我们能在这里享福，多亏了赵
所长

!

”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争着说
“赵所长”的好。

老人们口中的好人“赵所长”，就
是竹竿镇民政所所长赵国群。 像这
样挂着“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牌子的
农家，一般每个村组一个，大一点的
村有三五个。 这种将本村组老人白
天集中照料的做法，正是赵国群首创
并在全县推广实行的罗山养老三种
模式之一。

敬老院里乐融融

1995

年，

31

岁的赵国群调至竹
竿镇民政所工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走村入户寻访民情。 经过半个
多月的劳苦奔波，全镇

393

个村民组
的困难户、受灾户、“五保”户、残疾
户、优抚对象的情况，在赵国群的心
里“扎下了根”。

当年走访困难户时的一个情景，

至今令赵国群心酸不已。那天他去看
望方尧村团林组“五保”户、年近八旬
的失明老人赵安德，看见他正在门口
的浅水塘边“摸索着艰难地用瓢舀水
淘米，旁边一头牛就在塘里悠闲地饮
水”。 此情此景，令赵国群潸然落泪。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赵国群立志
要建敬老院

!

竹竿镇农村人口近
5

万，仅农村
“五保”就达

343

人，其中
70

岁以上
高龄“五保”占

63%

。 在罗山县首创
敬老院对“五保”老人实行集中供养，

谈何容易！

再难也得建
!

赵国群暗下决心。

他拿出家里仅有的准备买房的
5

万
元钱，然后又多方奔走、八方求援，

1999

年
10

月
16

日， 竹竿镇也是罗
山县的第一个敬老院提前竣工，赵安
德等首批

40

余位农村特困“五保”对
象住了进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一番艰苦努力，

2002

年、

2005

年，尚
庙村、 河口村两所敬老院也相继建
成。 如今，该镇敬老院供养了

200

余
位“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

60%

以
上，是全省平均供养率的近

2

倍。 其
敬老院建设管理模式也作为“罗山经
验”在全省推广。

记者在该镇第一敬老院看到，院
内菜园青葱，四周绿树繁花，老人们
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打牌，安静
祥和的“夕阳美景”令人欣慰。

见有记者来访，老人们都围上来
夸赞赵国群。 提起赵国群，坐在轮椅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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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五保”老人刘秀华更是感
慨不已：“没有国群那孩子，我的老坟
草早就冒了一茬又一茬

!

” 原来，

2007

年，刘秀华摔断了腿，生活不能
自理， 赵国群除经常给老人洗脸洗

脚，端水喂饭外，还专门找了一个退
休女教师服侍老人。

2008

年冬天，刘
秀华老人的哮喘病犯了，当时医生不
让用空调和电暖器，躺在病床上的老
人冻得浑身发抖。 忙完一天工作，趁
晚上来探望老人的赵国群见此，立马
脱去外衣，坐到病床上，将老人的双
脚焐在怀里，这一焐就是一夜。 随后
的日子里，赵国群日夜守候在老人床
前，炖汤喂药、端屎倒尿，直到刘秀华
病愈回到敬老院。 “国群比亲儿子还
亲呢

!

”说着说着，老人情不自禁地唱
起了“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那含混的歌声中饱含着一个老
人对一个共产党员由衷的赞叹。

“院里哪个老人生病他没照料
过？哪个老人的脚他没洗过？”说起赵
国群的好，老人们一桩桩、一件件说
都说不完。

74

岁的“五保”老人王玉
明说：“党的政策好，还得有好人来落
实。 没有国群，我们这些老人就活不
到今天这个样儿

!

”

将城市“居家养老”模式嫁

接到农村

如今，农村青壮劳力常年在外务
工已成常态，“留守老人”也随之成为
一种社会现象。

赵国群说，解决“五保”老人、特
困家庭的问题还不是最难办的，现在
最难的是占农村老人总数

80%

的空
巢老人、失独老人和留守老人。

赵国群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2010

年开始尝试把城市“居家养老”

模式嫁接到农村，创建没有围墙的敬
老院。

就这样，经村民推荐、送省里统
一培训、考试合格后，王集村的李继梅
等

80

名贤良的村妇被该镇选聘为孝
心护理员。平时，她们每天奔忙在竹竿
镇各个村落，帮老人洗衣做饭、洗头洗
澡、代买物品、寻医拿药，与老人拉家
常，每周还在村老人俱乐部组织一次
娱乐活动，为老人们解闷开心。

河口村的张连义老人一提起居

家养老服务就连声叫好：“衣服脏了有
人洗，没水吃了有人挑，生病了有人上
门看，想热闹出门就是俱乐部……”

居家养老的开展， 让儿女放心、

老人安心、政府省心，填补了全国农
村居家养老的空白，受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的盛赞，称之
为农村养老的“罗山模式”。

将“农村互助幸福院”建到

家门口

村老人俱乐部免费对所有老人
开放，但出于资金考虑，居家养老的服
务对象仅限于农村分散供养的“五保”

老人、部分年老体弱的重点优抚对象、

空巢老人，而且每个孝心护理员要负
责

15

位至
20

位老人，轮流上门照料，

每家平均两三天才能轮到一次。

如果能将有行动能力的老人白
天集中起来照料，那效率不就大大提
高了吗？ 想到这里，平时就爱琢磨事
的赵国群眼前一亮：在每个村建立这
样的“日间照料中心”，让老人“喊得
应、走得到、有饭吃、能休息”。

思路决定出路。 在赵国群的倡议
下，从

2013

年
7

月起，这种由村级组
织主办，采取互助养老模式的农村互
助幸福院，在全市率先建成，向农村留
守老人、独居老人、困难老人提供中午
用餐、午间休息、文化娱乐、身体锻炼、

生病护理和情感慰藉等服务，其生活
费用由镇、村和个人分担。 这样一来，

老人们白天在幸福院生活，夜晚回家
休息，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

大爱无疆 源于肩上沉甸

甸的责任

民政所长，官位不高，责任却不

小。 “工作不干则罢，干就得干出个名
堂来。 ”赵国群深知自己肩上这副担
子的分量。

20

年来，

43

本民情日记
承载着他的敬老孝老爱老情怀，每位
“五保”、孤寡、病残老人的身体状况、

饮食冷暖、住房条件、心愿要求他都
记在本上、熟稔在心。

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赵国群早
已习惯了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岗，延后
一小时下班。常年为工作操劳的他几
乎无暇顾及家庭， 令他备感欣慰的
是，做小生意的妻子黄元秀和儿子对
他并无怨言， 还经常去敬老院“帮
工”，为赵国群“替岗”。

20

年来， 人们都知道他的心与
全镇老人们的心贴得很近很近。 “敬
老无亲疏天下高龄皆父母，老残不孤
独人间晚辈尽儿孙”， 镇敬老院门口
的这副对联，是赵国群发自肺腑的心
声，也是他行动的真实写照。

赵国群当所长期间，敬老院先后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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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孤寡老人去世， 每一位老
人去世， 他都要亲自为老人守灵、沐
浴、更衣，然后送老人去火葬场。 “这
样的事就是亲生子女也不一定做得
到啊！ ”敬老院的老人都由衷地赞叹
道。

“中华孝亲敬老之星”“全国老龄
工作先进个人”“河南省十大敬老楷
模”“信阳市首届道德模范”……放在
赵国群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赵国群
在竹竿镇“先行先试”的养老院建设
管理、农村居家养老、农村互助幸福
院三种养老模式， 在全县成功铺开，

罗山县也由此被评为“国家级养老示
范县”。

大爱无疆。 “老吾老， 以及人之
老。 天下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是
我最大的心愿。 ”赵国群说。

赵国群：天下高龄皆父母

说起赵国群的好，一桩桩，一件件，

93

岁的“五保”老人刘秀华有说不完的话。 本报记者高晶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