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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谨忆 通讯员 应晓燕 文/摄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闲林院区的老年病区，住

的大多数是中重度的老年痴呆病人，他们身边可
以没有子女陪伴，却无法离开一个人，护工。

昨天，我来到省立同德医院闲林院区的老
年三病区，这里有 60 张病床，大多三人一间，平
时每个房间配备两位护工，24小时看护病人。

“这里病人大多数是中重度的老年痴呆病
人，平均年龄 83 岁，最大的 97 岁了。他们中的
大多数整天躺在床上，有些有精神症状，有些几
乎没有什么意识了，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助清
理。这个程度的病人，靠子女天天来陪护照顾
是不大现实的。”三病区负责人张滢副主任医师
告诉我。

我走进一个病房，三张病床上躺着三位老
人。一位穿着紫色工作服，烫着一头小卷，瘦瘦
小小，看上去干净利索的中年女人正在给靠门的
一位老奶奶换衣裤，老奶奶鼻子里插着胃饲管。

“她能听得懂我们说话的，还可以坐起来，
我给她换上暖和的厚绒睡衣，让她坐一会儿，老
是躺着也不好。”说着，她又仔细地为老人套上
袜子。

她就是这个房间的护工舒阿姨，舒阿姨告
诉我，这位老奶奶是病房里病情最轻的，起码可
以坐起来解大便。中间那位浑身水肿，完全没
有意识，必须每两个小时帮她翻一次身，每次翻
身都得注意床单不能起皱褶；四肢皮肤与躯体
不能贴在一起，要用垫子隔开，不然病人肿得极
薄极脆弱的皮肤就会起水泡。

“除了清洁卫生工作，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任务就是要时刻关注着病人的安全，病人一

有什么问题要马上报告给医生护士，所以我们
24小时不能离开病房的。”

舒阿姨是建德人，老公、婆婆、儿子都在杭
州，就住在医院附近，但他们四个人还是无法聚
在一起吃个团圆饭。

“年三十晚上，我打算请假回家吃个饭，但得
我婆婆先吃，她吃完了来病房替我一会儿，我再
去吃，吃完再换回来。别的几天，就只能老公把
饭送到病房里给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吃了。”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张滢副主任医师说，在
医院里，除了医生护士，护工是一个常被人忽
视、但又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对于老年病
人、危重病人和瘫痪病人等。

“护工就像是医护人员的手和眼睛，他们每
天晚上都睡不成囫囵觉的，真的很辛苦。”

每年春节，医院都会有“护工荒”，有很多护
工回家过年，医院即使有床位也收不进病人。

所幸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三病区的护工大部
分还是留下来了，每个病房的三位病人起码能
有一位护工照顾。

张滢特别感谢护工们的支持，年初一上午，
会挨房间给护工们拜年，谢谢他们一年里的辛
苦付出。

老婆刚嫁给我的时候，其实不太愿意回
我金华浦江虞宅乡枫树下村的老家。

不过去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大转变。
在杭州家中，经常要求去我老家“度假”，回
想起山村里的山山水水，老婆说有点土豪
的感觉。

今年，我们很早就决定回老家过年，行程里
包括带孩子去看杀鸡杀牛，还去爬很高的山坡。

老家隔壁村叫新光村，这里曾经到处是
水晶加工作坊。2013 年，浦江启动“五水共
治”，关停了全县两万余家水晶小作坊，新光
村的老宅子恢复宁静，小溪又清澈见底，到
处是石斑鱼。

村里决定，重整百年老宅，发展乡村旅
游业。

2015 年 10 月，水晶老板陈青松在新光
村的廿玖间里创建了青年创客基地。我去
年7月第一次去廿玖间里参观，很惊喜。

一群青年创客，在廿玖间里的创客空
间里激情碰撞，书画创作、小酒吧、青创咖
啡，以及智能交通、旅游农产品体验馆、地
质科普馆，还有篆刻、剪纸、旗袍⋯⋯

前几天，我在陈青松的朋友圈看到，陈
青松和团队要在这个老宅子里搞一场众筹
乡村春晚，好主意！

去年开始，浦江的乡村里也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许多年轻人在除夕感觉没地方
去。正是聊到这个，陈青松和团队里负责策
划的小花决定办一场乡村春晚，众筹300人
参加。目前已有两百来号人参与。

他们和我一样，基本是在外地学习和
工作的浦江人，都是80后和90后。

整台晚会将持续四个多小时。节目也
是众筹的，现在已经有了十几个节目，浦江
当地明星也会来用浦江话讲小品和相声，
还有《浦江好声音》的选手带来歌曲串烧。

浦江县黄宅中学语文老师“聪花”，也是
廿玖间里的常驻主持人。几乎每个周末都
来这里。昨天他在现场排练春晚节目。

当晚还有篝火晚会和敲钟仪式，最主要
的是能吃到很多浦江当地的美食和糕点，很
多在外的浦江人最期待的也是这个了。

乡村春晚还会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对
我而言，大年三十晚上又能像小时候那样，
热闹一宿了。

百年古宅办春晚 聪花老师排练忙

昨天，护工李阿姨在为一位老年病人调整
病床角度。

舒阿姨、李阿姨……你们辛苦了！

记者 许康平 摄影报道

新光村每天都吸引很多游客前来

乡村春晚的提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