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头四 孤独寂寞最难挨

人物：李娥 年龄：76岁

住址：龙山镇新屋村

记者来到李娥老人的家

时，她正坐在后门处纳凉休

息。与周边崭新的水泥楼房

相比，李阿婆住的土坯房显

得很陈旧。

李阿婆今年 76 岁，20

岁时从东阳嫁到新屋村，育

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

子和小儿子已去世。二儿子

在衢州做生意，过年才能回

来，女儿则外嫁东阳。自从

老伴前年去世后，李娥都是

一个人生活。

“这几天感觉身体没力

气，只能躺在床上休息，等到

集日时，女儿会过来看我，她

会陪我去医院。”李娥说，虽

然一个人生活，但也很自在，

种了蔬菜够自己吃。每逢集

日，女儿会从东阳过来看望

老 人 ，并 带 来 一 些 生 活 用

品。二儿子不放心老人一个

人在家生活，就把隔壁一间

房子便宜租给别人，让房客

在老人生病或遇到什么事情

时可以照顾一下。

记者把永报姐妹花的心

意红包送到老人手里，她激

动地说：“感谢你们大老远来

看我，你们就像我的亲人。”

镜头五 一年只花1400元

姓名：姚小妹 年龄：78岁

住址：花街镇龙潭里村

今年 78 岁的姚小妹常

年独居村中，生活清贫，家中

十分简陋，电视机是唯一的

电器。老伴去世已多年，两

个儿子常年在外奔波，一年

难得回家几次。姚阿婆患有

甲状腺病症，近几年身体状

况不太乐观。

“都这把年龄了，不看也

罢，看病还要花钱。”姚阿婆摸

着脖子上的肉瘤说，自己一年

的零用钱只有1400元。其中

1000 元是政府发放的补助，

400元是儿子给的，根本没有

多余的钱去看病。

提到孙子，老人脸上多

了些许思念和牵挂，“端午节

孙子回来陪我吃了顿饭。隔

了这么久，有点想他们了。”

“平时能解闷的事，也就

是看电视了，可最近不知怎

么回事，电视频道都‘逃’走

了。”姚阿婆指着那台旧电视

机说，“没办法，我只能早早

睡觉了。”

记者送上了永报姐妹花

心意红包，在现场拨打了数

字电视维修的联系电话，了

解到不能播放的原因，是因

为欠费了。

“我会和她的儿子联系，

让他去交欠费。”同行的龙潭

里村村委会主任胡廷贤说。

镜头三 盼儿女常回家看看

人物：金桂香 年龄：80岁

住址：城西新区乌牛山村

金桂香靠着门，眺望村

口，仿佛要把炎热的日头都

望穿。她有四个儿女，三个

女儿都已出嫁，儿子因为前

几年生意失败，常年在外奔

波。

走进金桂香的屋子，只

有两间老房，一间是灶台间，

另一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一个柜子，十分简陋。几年

前，金桂香头部右侧受到过

撞击，凹了进去，有时意识不

是很清晰。

村委会主任俞福东介

绍，金阿婆不会种菜，常常就

着雪菜配饭，有时候菜都馊

了还在吃。俞福东说：“大家

都觉得她特别可怜，大家也

时常会接济她一些蔬菜、油

米。”

老伴去世已经多年，常

年独居的金桂香最盼望的

事，就是儿女能回家看看，陪

她聊聊天。

记者当即把永报姐妹花

的心意红包递给老人，并打

电话给她的女儿，希望她抽

时间回来看看母亲。她的女

儿答应周末就带孩子回来看

望，还会给母亲带些新鲜蔬

菜。

临别时，金桂香依依不

舍，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

镜头二 用凳子当拐杖行走

人物：褚丹桂 年龄：89岁

住址：前仓镇界牌村

低矮的一层楼，不到 20

平方米。内墙的红砖还没粉

刷。窗户玻璃也没安装，只

用一块布遮挡着。这就是前

仓镇界牌村 89 岁的阿婆褚

桂丹居住的地方。

据村委主任章德妙介

绍，褚阿婆生活坎坷，腿脚不

便，经常把凳子当拐杖用，在

房间里踱步。由于年纪大

了，听力也不好。

记者得知，4 年前，褚阿

婆的老伴去世。次年，她又

不小心摔断了腿。她的儿子

是名泥水工，收入不稳定。

“活多的时候，一个月可

以赚三千元左右。可是，活

少时就干一天歇一天。”褚桂

丹的儿子章高清言语中透露

出几分忧愁。

章高清有两个女儿，最

大的已经上大学，最小的也

有 14 岁了。妻子身体不好，

没有上班。生活的重担都压

在他一个人肩上。可他并不

气馁，对记者说：“只要自己

肯努力，总能渡过难关的。”

“你们真是好人啊，特意

来看望我老太婆，还给我送了

个大红包，谢谢你们啊。”收到

永报姐妹花记者的心意红包，

褚阿婆有些激动，她说，这份

心意永远都会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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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
市老龄办了解到，
2014 年 ，我 市 60
岁 以 上 老 人
107270 人，70 岁
以 上 老 人 46252
人，80 岁以上老人
16674 人，90 岁以
上 老 人 1805 人 ，
100岁老人26人。

在十万多的老
年人口中，我市至
少 有 20%-30%
的 老 人 是 空 巢 老
人，还有更多的老
人虽然和儿女住在
一起，但是儿女工
作繁忙，白天都是
老人独自在家，很
少有和儿女交流的
机会，这些老人在
精神上也是“空巢
老人”。

今年 6 月至 7
月，永报姐妹花秉
承着“坚持新闻为
民，关爱弱势群体”
的工作原则，走访
了多个边界村，调
查农村空巢老人的
现状。为空巢老人
送去“关爱空巢老
人”的心意红包。

人物：黄阿丹 年龄：95岁

住址：唐先镇下位村

独居山区却缺柴火
推门走进唐先镇下位村

黄阿丹老人家，一股霉味扑

鼻而来。房间里没有开灯，

光线昏暗，过了几秒钟，大家

才适应眼前的光线，同时也

看清了房间里的布局：厨房、

卧室混为一用，房间一侧是

一个炉灶，房子中间是一张

床。

听到有人进入，原本卧在

床上的银发老人挣扎着坐了

起来。永报姐妹花记者赶紧

上前把老人搀扶起来。

黄阿婆今年已经 95 岁

高龄，独居，身体还算硬朗，

平时烧饭做菜都靠自己。“烧

饭不怕，就怕没柴火。”黄阿

婆说，现在留守在村里的都

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虽然金

坑地处山区，山上也有不少

干柴，但对她来说，上山砍柴

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随行的村护林员蒋金行

说，这是举手之劳，阿婆家的

柴火以后包在他身上，阿婆

七十多岁的儿子也表示会帮

母亲解决。在场的村干部也

说，今后会常到阿婆家转转，

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记者递上永报姐妹花

的心意红包，黄阿婆湿润了

眼眶，接过红包连声说着谢

谢。

镜头一

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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