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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元的民生杠杆！

象山“亮居工程”
焕新136户老屋
“修房子？不如搬走。”这是

下布袋自然村大多数年轻人的选
择。这个象山石浦港外小岛上的
村子里，如今只剩12户——留下
的几乎全是老人，他们守着自己
的老房子，不愿迁居。

不过，村民朱阿辉今年却
做了一件“逆潮流”的事：他花
了 5万元，翻新了父亲朱祥兴
在岛上的老屋，其中 2万元来
自象山县慈善总会的“亮居工
程”慈善项目补助，“父母习惯
了住在这里，不肯离开岛，那就
让他们住得安全点、舒服点。”
朱阿辉说。

“住得舒服点”这一朴素心
愿，折射出“亮居工程”项目的
温度——近三年，象山县慈善
总会联合县民政等部门，为
136户像朱祥兴这样的留守老
人或者困难家庭“点亮家园”，
房屋修缮改造后的居住满意度
达98%。

“亮居工程”以每户2万元的补助
标准和“一户一策”的精准改造理念，
为不同家庭定制改造方案：为视力残
疾的谢阿姨家修复渗漏屋顶，并铺设
卫生间导盲地砖，助其实现独立洗澡；
改造被评估为“创业潜力户”的林大姐
家时，预留了快递货架空间，使其快递
驿站月增收1200元；为独居的陈阿祥

家安装过道扶手与紧急呼叫装置……
这些细节改造不仅解决居住安全隐
患，更切实提升了困难群体的生活自
理能力与发展可能。而“村委初筛+
社工诊断+专业定制”的三级评估体
系，也让项目的每一笔补助都用在了
刀刃上。

项目推进过程中，更动人的是“亲

情杠杆”效应。东陈乡徐才林老人获
2万元慈善资金后，亲属追加5万元，
实现了房屋整体重建。“政府都帮忙，
我们晚辈怎能无动于衷？”徐才林外甥
女的话，道破外部援助激活家庭责任
的社会心理逻辑。在2024年18户改
造中，有11户追加了自筹资金，慈善
补助平均放大效应达1:1.8。

这场始于房屋修缮的“亮居工
程”，还为村落还带来了一种“润物细
无声”的改变。

墙头镇84岁的王老伯和他的儿
子搬进了改造后的新居——这座曾

“下雨就漏水”的老屋变身为温暖安乐
窝，还首次有了独立厨房与卫生间，父
子俩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令人意外的
是，新居带来的示范效应正在发酵：目
睹王家的变化后，村里老人纷纷自发修
缮老屋。“看到老王家的变化，我们也想

住得好一点。”一位村民这样说。
在贤庠镇，智力残疾的易老伯家

完成改造后，原本冷清的院子里开始
有了人气。邻居们会来借用他家的新
洗衣机，顺便帮他做些家务，外出时也
会来问问需要捎带什么日用品，这种
重新连接的邻所关系，为村子增添了
生机。

2025年，象山县慈善总会“亮居
工程”新一批18户帮扶对象已确定，
聚焦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重度残障家

庭等五类群体。面对“投入这么多资
源改造老房子是否值得”的质疑，象山
县慈善总会副会长戴敏的回答朴素而
坚定，只要还有一位老人或者困难群
众选择留守，我们就有责任让他的屋
檐不再漏雨，让他的灶台始终温热。
这个项目早已超越房屋修缮的范畴
——修补的不仅是斑驳的墙壁，更有
守望相助的温情，它正编织着一张温
暖的网，要让漂泊的乡愁有归处。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张海峰

从“修房子”到“补生活”

让漂泊的乡愁有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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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入住改造后的新居村民入住改造后的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