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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尚

本报记者 王杭晨 通讯员 王佳莹

2007 年退休后，李荣荣便投
身慈善公益事业，重点开展敬老
助残服务。自 2010 年加入台州
温岭市慈善义工协会以来，李荣
荣累计参与并组织各类义工活动
3000 余次，服务时长达 1 万余个
小 时 ，服 务 老 人 4.5 万 余 人 次。
16年间，李荣荣的足迹遍布山海，
温暖着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为孤寡老人点亮“明灯”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

孤独，是很多空巢老人的生活写

照。这些年，李荣荣将心比心、以

老助老，将目光聚焦在这些孤独

的身影上。她常去海岛、山区看

望孤寡老人，为老人们剪指甲、理

头发、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并送

上生活用品；作为温岭市老年大

学摄影班学员，李荣荣发挥特长，

为老人拍摄照片，定格幸福瞬间

⋯⋯对助老服务的热爱，已经融

入李荣荣的血液。

2016 年 8 月 12 日，一通电话，

让李荣荣与 74 岁的孤寡老人孙专

仙结缘。在老人住院的 3 年内，李

荣荣和义工们几乎天天往医院

跑，为她送食喂饭、擦洗身子、修

剪 指 甲 等 ，悉 心 照 料 其 衣 食 起

居。为了让孙专仙顺利做上手

术，李荣荣和义工们掏出自己的

积蓄筹款，解了老人的燃眉之急。

温暖生命“最后一程”

在“临终关怀”特色服务项目

中，李荣荣倾尽心力、善终守护，

为即将抵达“生命终点站”的老人

提供暖心护理，让生命能够温暖

而庄严地谢幕。

陈再章因脊椎骨断裂常年卧

病在床，其配偶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母亲年老体弱；李杏法患有肺

癌，家中只有一只黄狗相伴。

李荣荣包揽起老人家中的农

活，陪着聊天谈心，疗愈情绪，驱

散对病痛的绝望与恐惧。从相识

到生命谢幕，她一直陪伴在老人

身边，让老人走得尊严、体面、幸

福。

“义”路上惠及更多人

为更好地开展敬老服务，从

没摸过理发剪的李荣荣自费购买

了一套理发工具，试着学习理发

技艺。在团队开展理发服务时，

她认真观察手艺好的同伴在理发

方面的技巧，将要点默默记在心

里，空闲时候就跟着师傅学习。

经过半年时间练习，李荣荣理发

手艺大为长进。现在，她在为孤

寡老人理发时，动作娴熟，剪出来

的头发干净齐整。

“第一次看见这些孤寡老人

时，他们的头发很杂乱，真的很心

疼。帮他们剪发，我自己开心，他

们也开心。”李荣荣笑着说。

“银发义工”十六载
温暖“被遗忘的角落”

本报记者 王杭晨 通讯员 唐红飞

“要珍惜四年的大学生活，好好
学习，用你的智慧和勤奋去实现你
心中的梦想。”一张张牛皮纸信封上
是丽水市遂昌县 85 岁退休教师黄
国强手写的爱心寄语，这些寄语将
随着信封里的助学金送到孩子们手
中。

每年资助几名贫困生，是黄国
强多年来的习惯。2012年至今，他
用退休金资助33名大学生，帮助他
们走出困境，完成学业，改变命运。

“爱心记事本”承载期盼

黄国强的爱心助学之路要从

2012 年说起。电视新闻报道遂昌

县高坪乡中心小学两位贫困生的事

迹。这两位贫困生是姐妹俩，母亲

离家出走，父亲是残疾人，没有生活

自理能力。瘦小的她们除了学习，

还要照顾父亲，让黄国强深受感动。

“她们家门口有一个洗衣台，姐

妹俩洗衣服需要垫好几块砖才够得

着。当时我看到这一幕，眼泪就流

下来了。”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

每年寒暑假，黄国强都会给姐妹俩

送去一笔助学金。今年，姐妹俩都

找到了工作，黄国强的“使命”也算

完成了。

自 2012 年资助这对姐妹开始，

黄国强便没有中断过助学帮困。他

有一个爱心记事本，记录着每一笔

爱心支出，以及每一位受助学子的

成长历程。爱心记事本的扉页上是

黄国强手写的自勉话语：用我们的

爱心去点亮贫困孩子心灵中的梦，

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人生。他说，这

是他捐资助学的初心。

回忆起一些结对学子当初所面

临的困境，黄国强一度哽咽。

有位叫小涂的孩子，一家三口

租住在一间 10 余平方米的小屋内，

母亲患病卧床，父亲外出打工。高

中 3 年，小涂坚持每天中午回家给

母亲做饭，再回学校念书。多年的

奔波操劳，让这个高中男生瘦得不

足 40 公斤，小小年纪就长出许多白

发。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2015
年，小涂以 684 分考入武汉大学。

这份坚强，令黄国强动容：“我一定

要帮助他读完大学。”从那以后，黄

国强每年从退休金中拿出固定份额

按时资助小涂，直至他大学毕业。

如今，小涂已顺利进入知名企业工

作，令黄国强深感欣慰。

自认“最不会算账的人”

在身边人眼里，黄国强是个很

“抠”的人，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几年，

袜子上有了破洞也舍不得扔。“我一

个老头子用不了多少钱，省下来的

钱就用来资助学生。”

起初，黄国强是通过电视、报纸

等渠道了解贫困学子的信息。后

来，为资助更多孩子，他主动跑到各

单位咨询相关助学信息。教育局、

团县委、中小学校、关工委、残联等，

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看到孩子们都很苦，但我的退

休金有限，到底给谁好呢？那就都

给吧，所以经常‘超标’。”黄国强调

侃道，自己是个最不会“算账”的人。

采访过程中，黄国强始终不愿

透露这些年到底付出了多少助学

金。他说，相比付出的钱财，自己收

获更多的是精神财富。孩子们带给

他很多欢乐与温暖，看着孩子们通

过努力走出山乡，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他获得了精神上的富有，这是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尽我绵薄之力，资助贫困山区

的孩子完成学业，成为国家栋梁之

材，是我这个最不会算账的人所做

的最‘划算’的一件事。”黄国强说。

最不会算账的人做了最“划算”的事

八旬老教师资助三十三名大学生

黄国强翻看

爱心记事本。
李荣荣（左）为老人义务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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