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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许伟

遇见你
善良火种 点燃温暖心灵的烛光

春风拂面，春光暖暖。
4月7日，一个晴朗的春日午后，确山县李

新店镇上一座普通的农家院里，58岁的农民李
成士静静地坐在院中，头发浓密蓬松，显然是近
期才染过。

叮铃铃，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小院的宁
静。李成士接通视频电话，脸上挂着腼腆的
笑。他微笑着挥手致意，电话那边传来妻子李
爱枝熟悉的声音。

“中午吃的啥呀……我和孩子都不在你身
边，你要照顾好自己，按时吃药、准时吃饭，自己
想吃啥就买啥……”远在北京的李爱枝与李成
士视频通话，交代他的生活起居需要注意的事
项，家长里短中尽是殷殷的挂念。

当听说记者就在李成士身边时，李爱枝要
同记者视频。电话那头的李爱枝笑容满面，爽
朗的笑声带着四月的风，让人感觉就像相识已
久的朋友。

2012年，李爱枝初到北京当护工，接到的
第一个活儿就是照料一位无儿无女的老人。两
年后，老人在医院去世。李爱枝在病房里悉心

照料老人的举动，被同一间病房的吴老先生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

“我看她弄屎弄尿也不嫌脏，特别细心，挺
感动的。老人去世后，我碰见她整理东西，就说
你没地去的话就上我那儿吧。”吴老先生说。

当善良遇见善良，就会开出世间最美的
花。确山农家女、北京老两口，两个陌生家庭从
此开始演绎“我们在一起”“不是一家人，胜似一
家亲”的人间情缘。

2014年，“确山保姆”李爱枝走进吴老先
生家，承担起照顾吴老先生夫妇的工作。10年
间，3300多天的相处，双方都真心相待，原本
的陌生人，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密家人。

尽管之前李爱枝已经积累了照料老人的经
验，但是，要同时照顾好两位高龄老人的生活，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老先生生活处于半自理状态。他的老伴
邹老太太多年来不能自理，儿子在外地工作。
“那时我老伴还能说能动，看到小妮是生人，就
对她又打又骂，我看着心里都难受，但小妮不在
乎。她说‘阿姨是病人，不能和她计较’。”吴老
先生说，他家以前也雇过保姆，由于老伴不配
合，最长的一个干了3个月、最短的一个只干了
一天。

其实李爱枝也动摇过。刚到吴老先生家不
久，一名老乡给她介绍了一个活儿：照顾一位能
自理的独居老人，月薪6000元。工作轻松，挣
得还多，李爱枝和吴老先生商量后，答应了这份
差事。坐车离开吴老先生家的那天，李爱枝心
里既矛盾又犹豫。“我还是有点不忍心！”车开到
一半，李爱枝下车坐上了返程车，拎着大包小包
哭着回到了吴老先生家。从那以后，李爱枝再
也没想过“跳槽”。

李爱枝管吴老先生叫“大叔”，吴老先生管
她叫“小妮”。李爱枝说，大叔一家人都对她很
关心也很宽容，给予了她最大的信任。

守护你
真诚相待 双向奔赴的情缘佳话

为了更好地照顾邹老太太，李爱枝夜晚就
睡在她旁边。“她一动我就知道，得抱她起来方
便。”李爱枝说，一天要将老人抱上抱下十几次，
身高只有1.5米的她开始抱老人时很吃力，后
来逐渐掌握了技巧。

近10年来，李爱枝把全部心力都倾注到两
位老人身上。李爱枝每天6时起床，从没有睡
过一个囫囵觉。每隔两小时，她就要给老人翻
一次身。长期下来，到点就醒已形成了习惯。
为让老人身体舒服，她每天给老人擦一次身。

即使是冬季，每周也要把老人抱进卫生间洗个
热水澡，再擦上护肤油。长年卧床的邹老太太
没长过褥疮，也没生过痱子，身上总是干干净净
的，其他老人来探望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刚出
院时，大妈特别瘦，一只手就能抱起来。现在身
上有肉了，两只手抱都有点费力了。”李爱枝说。

“这闺女照顾人真是无可挑剔，吃喝拉撒无
微不至，而且全年无休。左邻右舍都说我们有
福气，找到一位好保姆，难得的好人。干这活要
是没有耐心、爱心和善心，没几天就烦了。”相处
了这么多年，李爱枝的付出，吴老先生都看在眼
里。

爱和善良是火种，足以点燃温暖心灵的烛
光。“人得互相体谅，不能用挑剔的眼光看人，挑
剔人家这不是那不是。”接受媒体采访时，吴老
先生动情地说。

吴老先生老两口有一个儿子，儿子很孝顺，
但人在外地，有孝心却没办法在床前照顾，只能
经常两地来回跑。“他把老两口交给我了，我就
得让他放心。”李爱枝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
知道我家生活不易，也很心疼我。大叔买啥好
吃的，都让我先吃，他说‘妮儿你吃，只要你身体
好，我们就好’。”在李爱枝看来，她和老两口之
间的善意是双向奔赴的。

吴老先生的朋友来看望，也总不忘给李爱
枝带穿的、用的。“吴老先生的老战友说，我给你
闺女买几件衣服。其实大叔没有闺女，就有一
个儿子。老两口都是好心人，把我当亲闺女一
样对待。”老人对李爱枝的好，也温暖着她的心。

如今，老两口早已离不开李爱枝。邹老太
太的身边离不开人，李爱枝独自出门，最远的就
是去家附近的菜市场和超市。来北京多年，她
去过的地方屈指可数，更是多年没回过老家。
有一年春节，吴老先生的儿子让她回家过年，她
大年三十回驻马店，初一又坐车回到了北京。

2015年，李爱枝的母亲摔伤了。由于事
发突然，需要回老家待的时间比较久，李爱枝一
盘算，干脆把两位老人一起带回老家，和母亲一
起照顾。

“大叔也是好心人，愿意和我一起回河南。
我就推着老太太，带着大叔，坐上高铁回河南
了。”李爱枝说。

在确山农村老家，李爱枝不仅要照顾刚做
完手术的母亲和吴老先生夫妇，还要照顾爱人
和瘫痪在床的哥哥。

“当时他们就住在这间房子里，每顿饭我都
会做上一桌子拿手菜，不是下雨天，我们就在院
子里吃饭。”回忆起那年吴老先生夫妇到确山的
生活场景，李成士记忆犹新。

“照顾4个人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
她抱了这个又抱那个，挨个翻身、活动身体，实
在太辛苦了！”吴老先生说，“住了4个月，那时
候我们就像一家人，她母亲睡一张床，她和我爱
人睡一张床。”老家的邻居提起李爱枝两口子，
也都竖起大拇指。

精心照料了4个月，直到母亲康复，李爱枝
才带着吴老先生夫妇回到北京。

“一个保姆对老人这么好，是不是另有所
图？”当面对这样的质疑，李爱枝坦言：“对老人
好是给自己攒福气。我连他家一块砖也不图，
我就图他俩能高高兴兴、安安稳稳地过好每一
天。”

吴大叔的儿子说：“我作为儿子挺愧疚的，
因为做不到像爱枝一样这么长时间陪伴和照顾
父母。在我们家，没有‘保姆’这个概念，爱枝就
是家人。如果不是她，我也不能踏实在外地拼
搏。有人质疑她对老人好的目的，而在我看来
就是她的人品、性格使然。”

温暖你
人间真情 不离不弃护你终老

提及李爱枝，李成士嘴角上扬，露出憨憨地

笑，眼睛里写满了温暖和爱意。
“她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这些年来，即便

她在北京，家里的大事小事也都是她安排……”
李成士早年得过脑梗，不善言辞，但从他断断续续
的表述中得知，妻子李爱枝比他小7岁，能和她走
到一起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俺俩结婚时，我都31岁了，之前没想过这
辈子还能结婚生子，过上现在这样幸福的日
子。”李成士说，婚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李晓
峰。

善良是灯塔，指引着人生的方向。用善良
和大爱筑起的生活堤坝，往往抵挡住了人世间
的凄风苦雨。对李爱枝而言，爱的故事由来已
久。原来，多年以前，李爱枝和丈夫除了养活自
己的儿子，还抚养了亲戚家的两个孩子。

“我们有3个儿子，老大李裕是她姐姐的，
老三李留根是她哥哥的，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
的。”李成士告诉记者，李爱枝的姐姐是盲人，姐
夫是残疾军人，两人育有一子。因为身体原因
他们无法照顾孩子，当时还没有结婚的李爱枝
就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直到自己结婚生子
依然带着外甥生活。

李裕两岁半时，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又过了
两年半，母亲也去世了。李爱枝夫妇先后操办
了姐夫、姐姐的后事，把外甥养大、给外甥盖房、
供外甥上学直至大学毕业，连外甥结婚都是他
们一手操办的。李裕自小就称呼李爱枝夫妇
“爸”“妈”。

李爱枝夫妇抚养的另一个孩子是她的娘家
侄子李留根。在侄子4岁时，受不住贫穷生活
的煎熬，李爱枝的嫂子离家出走，从此没有回
来。李爱枝就把侄子接过来抚养，供他上学，直
到参加工作。

贫穷的人，心上若有了爱，那颗心就会向着
阳光生长。生活的重担，不仅没有压垮李爱枝
瘦小的身躯，反而激发了她乐观向上的劲头。
“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人活一天就得有一天
的乐趣。”李爱枝说，“日子开心是一天，不开心
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一点？”

李成士家里穷，认识李爱枝7年后才结
婚。结婚后，夫妻二人靠种地、加工线圈、看自
行车挣钱。虽然生活苦难，但夫妻二人不离不
弃，含辛茹苦养大了3个孩子，其中两个考上了
大学。2008年、2009年的两年间，夫妻二人
贷款在镇上盖起了两座楼房，一座给外甥，一座
给儿子。

盖房子的欠款、一家人的开支压得夫妻二
人喘不过气来。2011年，李爱枝的父亲因病
去世，她操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决定外出打工。

2012年，李爱枝去了北京，丈夫李成士去了南
方。

2014年，李成士因患脑梗无法继续打工，
只好回到家中。李成士的二哥还没有结婚，
2015年也因病瘫痪在床，他与妻子一商量就
主动承担起照顾二哥的任务。2024年2月，
李成士的二哥病逝，李爱枝夫妇又为他料理了
后事。

“家不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我爱人也是一
个有担当的人。”李爱枝说，在北京务工期间，家
里的事全都是李成士照料，“他把家和孩子都照
顾得很好。”

如今，夫妻二人养育的3个孩子中有两个
已经结婚了，只有亲生儿子李晓峰还没有结
婚。“不过，晓峰也很争气，从来没让我们为他多
操过心。”谈及儿子，李爱枝夫妇很欣慰。

这些年，想妻子的时候，李成士就会去北京
看看她。他知道，多年来，李爱枝和吴老先生老
两口朝夕相伴，彼此都已视对方为家人。

曾经生活中的不易，也让李爱枝面对陷入
困境的老人时有了更多的善意。照顾一位常年
卧床的失能老人和一位半自理的老人，李爱枝
的工资是低于市场行情的。但她觉得和老两口
的感情早已超出工作范畴，不全是钱的事儿。
近10年的朝夕相伴，他们已经成为彼此生活的
依靠和精神的支柱。

“两位老人很伟大，都签了遗体捐献手续，
把后事也交给我了。我一定像对待爹娘一样给
他们养老送终。”这是李爱枝对两位老人的承
诺。

呼唤你
养老护老 社会需要更多的“李爱枝”

真诚敲开了真诚的门，善良叩开了善良的
窗。遇见你，温暖我。“确山农家女”“北京老两
口”，李爱枝和吴老先生夫妇从“不是一家人”到
“胜似一家亲”，演绎着真心相待陌生人变家人
的情缘佳话。

“确山保姆”李爱枝的善良和真诚感动了北
京城和全国的网友，大家纷纷在网上为李爱枝
点赞、留言。2023年12月8日，《天中晚报》
以《确山农家女 大爱动京城》为题整版报道了
她的故事。

凡人善举，激扬大爱。作为革命老区、英雄
的故乡，长期以来，确山县着力营造红色文化浓
厚氛围，持续厚植文明乡风，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崇德向善的城市气质，倡树时代

新风新貌，涌现出了一大批看得见、摸得着、学
得到的“身边好人”。作为从确山走出去的普通
劳动者，李爱枝身上散发出的善良和真诚、爱心
和耐心，是老区人民孝老敬亲优良品格的集中
体现。

“老龄化社会下的养老护老工作该怎么
做？李爱枝和两位老人的这段佳话给出了一个
答案：护理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耐心、爱心、善
心和真心，是家人般的关怀与温暖。”这是央视
新闻给出的评论。

小家政联动大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曾强
调，家政服务业“既满足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
就业需求，也满足了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现实
需求，要把这个互利共赢的工作做实做好，办成
爱心工程”。

家政服务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
就业“饭碗”。养老护理、育婴育幼、烹饪保洁……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
细化、人口老龄化等社会进程持续加快，以及三孩
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家政服务已然成为不少家
庭的刚需。数据显示，我国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
已从2015年的2776亿元提升至2021年的
10149亿元，突破万亿元大关。与此同时，
2021年我国家政服务人员数量也达到了3760
万人，同比增长7.3%。

2023年7月5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2023年家政兴农
行动工作方案》，把家政服务业的振兴发展作为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决策部署的重要
抓手。《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组织优秀家政
企业“进商圈”“进社区”，拓展家政消费场景，提
振家政服务消费，创造家政就业机会。鼓励开
展劳务精准对接，帮助愿意从事家政服务的农
村转移劳动力直达社区服务网点就业。鼓励家
政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乡、行业能人回乡、农民
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实施家政兴农。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技能是就业的根本。
作为农业大市、人口大市和新兴工业城市，劳务
输出是驻马店人口流动的最活跃因素。《驻马店
市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
方案》中明确提出，为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店，
打造人力资源新优势，到2025年，完成职业技
能培训105.67万人次。到2035年，我市全
民能力素质明显提升，从业人员基本实现“人人
持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驻马店市是人口
大市，也是老龄人口大市，老年人口基数大、增
速快，人口老龄化形势不容乐观。公开数据显
示，2017年，驻马店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达13%，在全省18个省辖市中，
人口老龄化程度居于首位。预计到2030年，
全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
16.34%，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顺应
人口老龄化趋势，构建完备的养老服务体系，促
进养老服务业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满足广大老
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将成为全市一项
长期的战略任务。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培养一批具专业素养的家政服务人员，是当前
老龄化社会养老护老工作的需求，也是“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的应有之义。然而，护理技
能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家政服务人员的耐心、爱
心和善心，还有真心，是像李爱枝那样尊老敬
老、爱老护老，为老人提供家人般的关怀与温
暖。

无名之辈，用温暖的光，照亮着平凡的世
界。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来临的当下，社会需要
更多的“李爱枝”。遇见你，温暖我，他们双向奔
赴的情缘佳话还在续写。

李爱枝精心照料老人（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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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枝带老人晒太阳（视频截图）

四月的春风拂过山岗，将红色故园
确山县浸染成一幅繁花似锦的山水画卷。

出确山县城沿着107国道驱车一路南行，目之所
及，连绵起伏的浅山丘陵间，是漫山遍野的苍翠树木和成

片绿油油的麦田。青山绿水，田野乡村，一望无垠的绿色田野
把远山与村庄巧妙地融为一体。

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革命前辈用鲜红，在确山这片土地上
书写了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红色史诗；时光进入新时代，朴实
无华的确山人用勤劳善良、诚实守信的品格，在人世间书写着奋
斗出彩的人生。

2012 年，李爱枝从确山老家走出去，到北京从事家政服
务。12年间，她先后在两户人家里照护老人，同雇主建立了“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12年亲情守望，无数个日日夜夜的
尽心照料，李爱枝用耐心、爱心、善心和真心，赢得了雇主的信

任，书写了“确山保姆”在北京的动人故事。2023年12月2
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以“遇见你｜真心相待，陌生

人变家人”为题报道了李爱枝养老护老的事迹，
李爱枝和两位老人的真情故事传遍京城，

也被全国观众所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