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爱善今年100岁，这位
百岁老人是家里的一块“宝”。

2010年，李爱善因房子拆
迁，被儿子接到都市森林小区
一同生活，这一住就是14年。

“父母当时已有80多岁，我不
太放心让他们自己租房子，索
性接来和我们同住。”徐荣成
说。

房间里有助行器，卫生间
有浴室扶手，母亲服用的药品
和喜欢的小零食都摆放在显眼
处……走进他们的家，能看到
很多适老化改造的细节，这些
都是徐荣成自己张罗的。

父母搬来后，徐荣成特地
将家具重新摆放，按照父母的
行动习惯，把家具带有扶手的
一侧向外。“老人家晚上起夜的
时候可以随手扶一把，这样会
方便许多。”徐荣成说。

家里的主卧采光最好，夫
妻俩二话不说，腾出来给老人
住。“我是家中独子，母亲生我
的时候难产，吃了不少苦，我对
她好是应该的。”退休后，徐荣
成和妻子施妙娟做起了全职

“管家”，专心照顾父母，饮食起
居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们家一直很和谐，有什
么事都有商有量，相互理解。”
在徐荣成看来，要想老人长寿，
和睦的家庭氛围很重要，他父
亲97岁去世，母亲如今已是百
岁老人。

为了让老人多享受天伦之
乐，徐荣成的两个儿子经常到
父母家聚餐，与长辈聊聊家
常。“我孙子孙女都在杭州上
学，今年‘五一’假期，一家人吃
了一个团圆饭。”徐荣成说。

只需1元
这里的孩子放学后
吃上“爱心下午茶”

5月27日下午4点左右，海曙区储能
学校丽园校区一年级的小李同学放学后在
母亲陪伴下，经过段塘街道丽欣社区的海
星坊慈善超市时，发现在这里花1元钱就
能领到一份下午茶：一个肉包和一份银耳
羹。随后，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放学后，在这
里购买了“爱心下午茶”。

这项暖心服务是由社区联合众多爱心
企业推出的“1元爱加餐”。“每次孩子们放
学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他们会在路边摊买吃
的。”丽欣社区党委书记郑艳说，周边小学、
幼儿园下午3点多就开始放学，而孩子们吃
晚饭一般是在6点左右，“这中间很多孩子
会饿，要吃点东西，但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
子而言，路边摊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为此，郑艳考虑给孩子们“加餐”，社区
联合辖区慈善超市——海星坊和其他爱心
企业，为孩子们提供健康又美味的“爱心下
午茶”，这个星期提供资金支持的是宁波银
行。“段塘街道‘委员工作室’在联系企业方
面给我们社区提供了很多帮助。今后，每
周都会有一家爱心企业轮流提供下午茶所
需的费用。”郑艳说，这份“爱心下午茶”的
成本在2元多，已经有不少了解情况的爱
心居民表示愿意捐款来帮助这个项目。

第一天供应，已经有很多孩子闻讯而
来——很多家长在社区微信群里看到这个
消息。家住金茂府小区的周楚彬读小学二
年级，放学后，他付了1元钱买了包子和银
耳羹。

家住海语府小区的张轲淇也买了“爱
心下午茶”。他的家人平日经常参与社区
服务，积累了不少积分，于是家长用10个
积分为他兑换了这份“爱心下午茶”。

“考虑到天气渐热，目前我们的下午茶
以饮品配点心的形式提供，饮品有小米粥、
黑米粥、南瓜粥、白木耳红枣汤、绿豆汤，点
心以小笼包、茶叶蛋、白煮蛋、小蛋糕、饼干
等类型为主。”郑艳介绍，他们会在每周一
至周五的下午2点半至5点，在海星坊为周
边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供应“爱心下午
茶”，每周的菜单也会在咨询辖区居民意见
建议后制定并提前公布。

郑艳介绍，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所有的
餐食都由海星坊对接宁波状元楼制作和包
装，餐点全部为当天新鲜制作并第一时间
配送。“如果当天的下午茶还有余量，我们
也会对接辖区‘甬爱E家’服务驿站，将餐
点免费提供给环卫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
等新就业群体。”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励彤 庄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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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宁波 看见文明

百岁老人的
四世同堂

路过的孩子在买“爱心下午茶”。 通讯员供图

“姆妈，我来给你按
摩一下脚，你稍微抬一
下”“阿妙交关好”……
施妙娟娴熟地将婆婆李
爱善的腿屈起，轻轻揉
捏起来；一旁的丈夫徐
荣成则握着母亲的手，
和老人聊天，夫妻配合
默契。

徐荣成夫妻俩今年
都是76岁，住在鄞州区
钟公庙街道都市森林小
区，夫妻俩照顾老人已
14 年。这是一个和睦
温馨的大家庭，四世同
堂，岁月静好。

“我跟婆婆相处一直都很
融洽，十几年住下来，有时候老
人家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她想
要什么。”施妙娟笑着说，这也
是一种“双向奔赴”。

平日里，施妙娟一手包办了
家里的一日三餐。“今天做点炒
白菜，老太太以素食为主，而且
喜欢吃清淡一点。”施妙娟说。

晚饭后，施妙娟还会陪着
婆婆一起散步，她们有说有笑
的模样羡煞旁人。

对这个孝顺的儿媳，李爱
善很满意，逢人就夸赞。

在施妙娟的衣柜里，有一

个特殊的首饰盒，里面放的是
她 70 岁时婆婆送给她的首
饰。李爱善戴了大半辈子的首
饰，现在传到了施妙娟手里。
平日施妙娟不舍得佩戴，仔细
收好放进柜子里。“对我来讲，
这不仅仅是首饰，更是婆婆对
我的认可。”

“都说婆媳关系难相处，在
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烦恼。
婆婆就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她
通情达理，我自然也要做她的

‘小棉袄’，以心换心，关系自然
就好了。”施妙娟这样总结婆媳
的相处之道。

今年春节前，李爱善不慎
滑倒，起初以为只是一点小伤，
没有上心，没想到疼得越来越
厉害。李爱善整夜喊疼，却不
愿意就医，她不想拖累家人，甚
至产生了一了百了的想法。

“老母亲在家疼了 20 多
天，就是不想看医生，她在杭州
的曾孙、曾孙女打电话来劝，但
也无济于事。其实我们知道，
她是不想让我们受累。”徐荣成
夫妇只得紧急在网上自学按摩
手法，帮助母亲缓解疼痛。

20多天里，夫妻俩几乎24
小时衣不解带，轮流守在老人
身边。最后在全家人的轮番劝
说下，李爱善总算妥协，答应就
医。

入院后发现是腿骨折了，
医生做了全面检查，因为老人
平日里被照顾得很好，身体各
项指标完全符合手术标准。

为百岁老人做手术，这可

是一项重大挑战。“我母亲身体
素质不错，作为子女一定要尽
全力保障她晚年的生活质量。”
徐荣成说，全家人都愿意“放手
一搏”。

手术相当成功，在医护团
队及徐荣成夫妇的精心护理
下，老人恢复良好，仅用了6天
时间，便出院回家了。

回家后，老人的孙子徐健
民特地买来一张康复床，为老
人恢复提供方便。曾孙、曾孙
女每周都从杭州赶回宁波，看
望太奶奶，徐荣成夫妻俩更是
倾尽全力照顾母亲。每日，徐
荣成都会将母亲抱起来，靠坐
在床上，再由施妙娟为她进行
腿部按摩。

“儿子、儿媳都很孝顺，大
家庭和和睦睦，这样的好日子，
我多活一天都是赚的。”李爱善
说。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凌沪琼 丁佳琛

房间里
走心的适老化改造

婆婆与儿媳的“双向奔赴”

百岁老人成功“闯关”骨折手术

小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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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荣成夫妇在照顾老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