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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最感人的，莫过于爱，而爱老敬老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我走进南宁市大沙
田金象大道广西重阳老年公寓，看到这里一片
片幽雅的绿荫，一张张和悦的笑脸，感觉恰是
一处温馨港湾。

初识李小丹，我感到好奇，她是 85 后出
生的年轻人，却已经在重阳老年公寓工作17年
了。她是一位养老护理员、护士长，也是一名
共产党员，并于2011年获得全国爱心护理工程
颁发“敬老服务杯”荣誉称号，多次被单位评
为“优秀员工”“优秀管理者”。而让她感到自
豪的不是被评上优秀，也不是家属送来的一面
面锦旗，而是一个个满面愁容的老人舒展的眉
头，让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家属无后顾之忧。

在许多人眼里，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是相当
辛苦的，而对于她们的默默付出，社会上又有
多少人关注呢？目前重阳老年公寓住有老人
300 多位，多数失能、失智。李小丹说：“我

们的工作就是照顾好老人的吃喝拉撒，照顾好
老人的起居，尽心尽责为他们做康复医疗护理
服务。”

李小丹每天工作都是紧凑而忙碌的。她家
离重阳老年公寓15公里，每天早上她必须6点
钟准时起床，赶去坐地铁，7点钟之前要到岗
到位，为了赶早上班都不能亲自送孩子上学，
只好把孩子交由家里老人接送。

7 到 8 点钟是给老人们喂早餐的时间，李
小丹所负责的房区有 70 多位失能老人，几乎
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自理。她和班组同事们一起
耐心地给老人喂食，让老人们吃好早餐，然后
一一帮助老人漱口。

按照日常服务安排，9 点钟李小丹和工友
开始帮助老人们洗浴，换衣服。给老人们洗
澡，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老人们起坐都
难，更甭说自己洗，有的还带着情绪不愿配
合，需要十分耐心细致地照顾和开导，最重要
的是要防止老人磕碰、摔倒，保护好老人的安
全。

10 点钟，李小丹班组和老人们开展康复
活动。给老人做艾灸、烫疗、泡脚、关节活
动，在保健室进行康复医疗护理，给偏瘫老人
或行走不稳的老人作步态平衡训练，为老人作
生活自理能力训练指导……然后用轮椅把老人
们推到院子里活动散心，享受清晨美好时光。

11:30 至 12：30，午餐时间，她们又一起帮
助老人们用餐，让老人吃饱吃好。

根据公寓里作息规定，午餐后老人们午
休，到下午3点钟起床。起床后李小丹和同事
就给老人做清洁护理，翻身、换尿片，给老人
发口服药……早上做不完的康复护理继续做
完，然后让老人分批坐轮椅到大厅、院子进行
室外活动，享受外面的阳光空气。

直到下午5到6点钟，又到晚餐时间，李小
丹班组一齐给老人们喂食用餐。大概下午6点
半，李小丹把所有老人安排好了才下班回家。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晚饭后辅导读小
学二年级的大孩写作业，照顾一岁多的二孩。

早出晚归，风风雨雨，两点一线，是李小
丹十几年来的生活常态。

公寓里白班、夜班是轮流上的，李小丹
说，如果轮到上晚班，也是很辛苦的。

上夜班，首先是晚餐后 6 到 8 点钟照顾老
人们的休闲娱乐。老人们有的看电视，有的玩
手机，有的听音乐，有的看书，还有的写诗
词，要一刻不离地巡房检查。晚8至10点钟是
吃宵夜时间，要给老人们喂些粥，吃点水果，
然后让老人们陆续睡觉。

夜间为老人服务也是不能放松的。李小丹
说，夜间要查房护理，定时帮助老人翻身、拍
背，观察老人病情，包括皮肤状况，看是否有
压疮。

说到压疮，李小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
80 多岁的谭爷爷，住进重阳老年公寓之前由
于在家缺乏有效护理，压疮很严重，身上多处
肌肤溃疡，伤口渗出脓液，身体又脏又痒。而
且老人又患痴呆症，无法自理，不能自己吃东
西，只能插管进食。对待这样的老人，李小丹
已经习以为常，不管老人身上多脏，她从不嫌
弃，从不怕麻烦，坚持细致周到做好服务。对
谭爷爷检查诊断后，李小丹和同事一起配合，
尽快给他洗好澡，并擦干身体、烘干伤口，然
后给伤口用药。经过3个月精心护理，谭爷爷
不仅身上的压疮全都痊愈了，而且精神状况也
有了很大好转，家属对李小丹她们表示满意、
十分感谢。

让李小丹感到可惜的是，本来谭爷爷的康
复期还没到，他就被家人急着提前接回去了。
她心里很不舍，担心谭爷爷回去后，家属不懂
护理，老人一旦得不到有效护理，病情容易复
发、加重。

有位陈奶奶也 80 多岁了，原来瘫痪在
家，压疮很严重，儿女们在南宁、柳州、桂林
工作，无法正常照顾老人，原以为老人都治不
好了，送来重阳老年公寓后，经过李小丹和同
事们两个多星期的康复护理，老人的压疮基本
痊愈了，也能坐起来了。家属来看望时感到很
惊讶，也很高兴，于是给单位送来锦旗，感谢
重阳公寓把老人照顾得那么好，为他们分担了
很多压力。

李小丹感触地说：“希望每一位老人不管
在哪里，身体不好的时候都能得到专业护理、
团队护理，才会更加有效康复。现在社会、家
庭对老人还缺乏这方面完善的护理，但愿我们
重阳老年公寓能给更多老人带来更多的温暖。”

公寓里有位老人患严重痴呆症，又有糖尿
病，儿子刚开始还来看望，可后来一段时间不
见来了，联系不上。李小丹了解到，原来老人
的儿子因近两年疫情影响做生意失败了，生活
陷入窘困，很难顾得上老人，于是根据领导的
指示，照常护理好这位老人。她说：“儿子不
来看父亲，可我们怎么忍心丢下老人不管呀，
我们养老公寓也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更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几年弹指一挥间，李小丹和同事们一
样，把单位当成了自己的家。她把每一位老人
当成了自己的爷爷奶奶，用心服务，把大部分
时间和精力倾注在敬老爱老的工作中，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奉献，领悟和
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正是弘扬我
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她做好老年护理工作
的动力和源泉。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浔江河畔，
人们常常看到衣着朴素，英俊年轻的
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杨玉龙，走村
入户访贫问苦，不畏山高水险徒步行
走在侗乡苗岭，贯彻落实党的精准扶
贫路线、方针和政策。

1995 年，大学刚毕业的杨玉龙，
考入该县斗江乡财政所。在任会计
一职，他扎根农村开展费税工作，促
使乡财政收入位列全县财政税收前
列，超额完成了县财政局下达的税收
任务。

由于工作突出，他年纪轻轻就被
调入县财政局任副局长。不久，调任
县水利局副局长。

在县水利局工作期间，他被选调
扶贫驻村笫一书记，来到程村乡开展
精准扶贫。他办事认真、讲求实效，
解决了不少群众最为关心的突出问

题。如路面的水泥硬化，机关、街道
的植树绿化，房屋改造等。杨玉龙没
来程村乡扶贫前，程村乡没有一条像
样的水泥硬化路，全乡只有一条黄泥
路，凹凸不平；乡政府办公区周围尽
是野草丛生，臭水沟臭气薰天。他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多次筹集水泥
硬化路资金，自己带头捐资 1000 元。
在他的带动下，乡里群众也自觉自愿
捐款，参与修建水泥硬化路。在资金
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但修建了程村
乡的第一条水泥硬化路，而且还修建
硬化了乡篮球场，机关、街道种上数
十棵风景树。从此，程村乡群众开车
出行、上山劳动，有了水泥硬化路，方
便多了。

10 多年来，他挂职扶贫工作，家
里老小无人照顾、80多岁父母年老多
病、孩子上学无人接送，他无怨无悔，

一心扑在精准扶贫工作上。他与社
员群众同吃同住，深入仔细了解帮扶
对象，精准扶贫。他不顾疲劳，在不
通车的情况下，爬山涉水，步行几十
里山路，登门造册拿到第一手资料。
他认真落实扶贫政策，不漏掉一位贫
困户，完全实现“一个也不能少”的目
标。

除此，不论在哪个村开展扶贫工
作，走到哪里，他都号召各村群众积
极做好茶叶种植，5 年时间茶叶种植
收入初见成效。如今，由于大力种植
茶叶，让大部分群众增加收入，茶叶
种植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农民尝到了
甜头。

由于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
他接着去挂点富禄乡。到任那天，行
李还来不及放在旅社，他就走访富禄
社区街道，查看社区面貌。接下来，

便深入侗乡苗岭访贫问苦，找准扶贫
项目。富禄社区几十年来，没有一
条街道是平坦的，各种杂物到处堆
放，杂乱无章，几条臭水沟长期堵塞
无人清理，又无公共卫生厕所，在那
里生活的群众怨声载道。作为精准
扶贫驻村笫一书记，他感到重任在
肩，即刻与街委一道研究制订改造
硬化社区街道计划，不到一年时间，
他分批从县里请调扶贫资金近 20 万
元，改造富禄社区街道，铺上了水泥
硬化路。

自从来到富禄苗乡挂职精准扶
贫后，他常常想，富禄是个大乡，又是
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少数民族同胞往
来购物较密集，历史上从没有一座跨
河大桥，严重制约了两岸群众的出
行。于是，他经常向上级主管部门反
映情况，要求上项目，规划建大桥，引

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如今富
禄跨河大桥己列为洋溪乡水利枢纽
工程，开工项目规划中，也许未来几
年，望着这条滔滔不绝、日日夜夜奔
流不息的榕江河，富禄社区沿河两岸
一定会架起一座雄伟壮丽的跨河大
桥。 他常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
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像
一颗金子一样，闪闪发光，这是我们
每一个精准扶贫驻村笫一书记的责
任担当。”

如今他己离开县水利局，去到县
人大办任职，但他仍没有忘记乡村振
兴的工作，又来到良口乡仁塘村挂
点，继续担任乡村振兴驻村笫一书
记。他还是那样脚踏实地深入基层，
为民排忧解难，仁塘村的群众都说他
是一位能干事、会干事、干好事、想干
事、干成事的好书记。

□ 陆志峰

李小丹：殷殷敬老情 眷眷天使心

□□ 张建国

走 在 乡 村 振 兴 的 路 上
——记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杨玉龙同志二、三事

▲李小丹 （左一） 正在耐心
为鼻饲长者喂食。

▲李小丹 （右一） 在仔细核查
对口服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