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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区也尝试过互助养老，
但很少能长时间坚持，六街坊社区
的养老互助社怎么能坚持10年
呢？彭玉玲觉得，关键就是三点，
经济基础、日常管理和价值回馈，
尤其重要的就是让老人从中得到
价值回馈，这种回馈不靠物质刺
激，而是精神肯定。

从老人互助社成立之初，彭玉
玲就跟老人们提前打招呼，“参加
我们的活动没有任何经济回报，也
没有任何小礼物。”

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彭玉玲
就是想选出真正有公益心的居
民。没有物质鼓励，彭玉玲就专门
从精神回馈上想办法。最初成立
互助社的时候，彭玉玲找人写了

“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几个大
字，贴在了红色的横幅上，她和几
名初创者一起在横幅前宣誓。“心
里一下子有了使命感。”

因为没有经费，老人们就在社
区内整理可回收物品、做编织，卖
完了捐给互助社，有专门的老人负
责给大家记账。每年都能换来两
三千元，然后把这些钱全部用来节
假日看望社区里的高龄老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我们都是买点米、
面、油这类的生活用品，给需要帮

助的老人送过去。每年的账本上，
谁捐助的多，就由谁出面赠送。”

能坚持到现在，除了这些很有
仪式感的活动之外，更重要的还是
精神力量。这一点彭玉玲特别有
体会，“我觉得我们的老人们，内心
有一种自我赋予的强大力量，老人
们通过这些活动，获得了为大家服
务后的崇高感和满足感。这才是
她们能够坚持下来的最重要原
因。”

而她们的这种坚持，也确实带
来了正能量的相互传播。去年腊
月里，有一位独居老人突然鼻子流
血，老人在向互助社求助后神志不
清。急救人员来了之后，彭玉玲和
另外一位老人送她去医院，另外两
位老人帮她看家，并收拾卫生。到
了医院后，可以租用的轮椅没有
了，急救人员主动抬着担架冲进了
医院的急救室，彭玉玲上前感谢，
急救人员却说是受了她们的感动，

“你们邻居都能做到这个份儿上，
我们为啥不能这么做。”

这件事也让互助社里的老人
们更有精气神，“我们的正能量，不
仅影响了社区，也能传递到其他
人，别人夸咱们，咱们就更得往好
里干。” （北晚）

没有报酬，没有小礼物，靠什么？

坚持十年的坚持十年的““养老互助社养老互助社””
小区内互助养老已经成为老人们认可的养老方式，这个模式如何

建立，能让老人们认同，能够长期坚持，都不是易事。北京永定路街道
六街坊社区的养老互助社已经成立了十年，它给后来者提供的一些经
验或许可以借鉴。

六街坊的老年互助
社成立于一片争吵声中。

从2010年起，彭玉
玲在六街坊社区担任党
委书记和居委会主任。
这个社区里的居民很多
都是退休老人，虽然居
委会工作人员很努力地
为居民服务，但总感觉
居民还是对居委会工作
的不满意，入户的时候，
听不到多少真心话，推
进工作的时候，倒是激
起了一片声浪，“都是反
对的”——楼下的小菜
店不取消，有人来投诉
有消防隐患又扰民，取
消了，有人来投诉生活
不便；小区里遍地狗屎，
不去管，有人投诉环境
脏乱臭，去管了，还是被
投诉……

被气哭了的彭玉玲
日思夜想怎么打破这个

局面，有一天突然顿悟，
“爱提意见，说明对社区
管理有想法，其实也是
一种表现形式，请他们
一起来把社区搞好呗。”

彭玉玲观察了小半
年，在心里拉出来一个
单子，都是一些有管理
能力的、公益心比较强
的老人。然后挨个找他
们谈话，“没有任何经济
回馈，您愿意出来为大
家服务吗？”

周继玲阿姨第一个
站了出来，2011年3月，
8位阿姨成了首批老年
互助社的成员，“大家互
相了解，都觉得大家确
实是想把社区建设好。”

老年互助社的第一
个活动就是解决最难缠
的问题：改变社区内遍
地狗屎的状况。具体怎
么办？“咱们在社区里巡

逻，看见遛狗的就跟着，
看见不铲狗屎的咱就上
去批评”“挨门挨户发通
知，请他们配合”……从
委婉到严厉，大家的意
见五花八门。

“咱每天一起出门，
把狗屎都铲干净！看到
有人带狗出来不清理狗
屎，咱去提醒，他不听，
咱给清理了。”刚开始，
这个服务行为招来了很
多白眼，阿姨们心里很
难过，“我们干的是好
事，人家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彭玉玲给大家打
气，“确认是好事，就别
管别人怎么说，咱们坚
持下去。”

坚持了一年，社区
里再也没有人当面或者
背地里说风凉话了，甚
至之前没有参与互助社
的居民也加入了行动。

得到居民的认可
后，互助社开始了从服
务社区到服务居民的推
进。她们统计了社区内
高龄、残疾、独居老人
的名单，制作了爱心卡
片，把自己的电话和房
间号留在了爱心卡上，

“有紧急情况，随时找
我们。”

社区里的杨阿姨体
验到了爱心卡的作用。
当时还是晚上，她突发
哮喘，第一个电话就打
给了爱心卡上的联系
人。互助社的老人和彭
玉玲都赶到了她的家
中，杨阿姨把银行卡和
密码全都交到了彭玉玲
手中。彭玉玲和一位老

人送她去医院，当杨阿
姨的女儿接到互助社的
电话，凌晨四点多赶到
医院时，老人们已经帮
杨阿姨办完了全部的手
续，杨阿姨的病情也得
到了缓解。此后，杨阿
姨也主动要求加入互助
社，“你们能来帮我，我
也能出来帮别人！”

不仅仅是紧急时刻
的救助，平日里，互助社
的老人也会隔三差五地
给社区里的老人们打电
话，“我们遛弯儿都会搭
伴。要是两三天没看到
哪个老人下楼，必须去
家里看看。”

经年累月的服务，互
助社也得到了社区居民

的信任。社区里有一个
老人，平日里都是与有精
神残疾的女儿相依为
命。老人决定把唯一的
住房留给女儿，就找到了
互助社。互助社的老人
们和她进行了多次沟通，
最后同意为她做公证。
居委会专门向街道司法
所求助，司法所给老人找
来了律师。律师上门沟
通了两次后，同意了老人
的请求。老人将居委会、
互助社的工作人员都请
到了家里，大家为老人录
制了视频，在老人的遗嘱
上签字做证。老人将这
些证明材料都委托给互
助社保存。“我就信得过
你们！”

破冰 互助社从服务社区做起

互助社老人在社区服务互助社老人在社区服务。。

推进 多年服务换得将心比心

维护 用仪式感给老人“赋能”

作为中国脉管病泰斗，无锡籍海派名医，奚九
一教授生前有个心愿，希望自己对脉管病的
毕生经验，能够传给年轻一代，造福故里。

锡山区 李阿姨：年轻时有轻微静脉
曲张，后来偶尔腿酸、肿胀。去年7月开
始腿肿，左脚肿得不能着地，吃药挂水都
不见好，现在小腿还发黑、瘙痒，会不会变
成老烂脚？

传承人解读：静脉曲张肿痛痒黑是溃
疡的分水岭，此类病人多存在静脉瓣膜功
能不全，容易造成下肢瘀血、缺氧，静脉壁
遭受炎性损伤，蛋白质、红细胞和代谢产
物渗出，皮肤会变硬、变薄、发黑，轻微外

伤和感染，就会引起
经久不愈的溃疡。

70%的脉管功
能可以恢复，奚氏清
法“用腿吃药”修复瓣膜功能，改善血管弹
性，消除深静脉高压，解决“肿痛痒黑”，同
时结合定期保养防止烂脚的发生。

特邀：周三，奚氏清法第三代传人、无
锡易可中医医院奚氏脉管中心主任朱成
河。

静脉曲张“肿痛痒黑”
反复挂水无效，要警惕烂脚

随着降温，到易可中医医院“魏氏
脑病中心”就诊的偏头痛患者也日益
增多。马女士已经头痛三四十年了，
一到天冷就加重，发作时两眼发花，右
侧头部像针扎一般一阵阵疼，疼得厉
害时甚至直想把头往墙上撞。平时都
是吃点止痛药，忍忍就过去了，现在实
在受不了了才找到易可中医医院“魏
氏脑病中心”。

中心医生、全国著名中医刘惠民
先生嫡曾孙刘易宗提醒，止痛药止痛
但不治痛，患者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

抓紧治疗。有统计显示，在所有脑中风
病人中，约有15％—30％的人有偏头痛
病史，5％的脑梗塞与偏头痛有关。

在易可魏氏脑病中心，倡导医院创
始人、上海曙光医院神经内科原主任魏
江磊教授的“活血新概念”，从理气、化
瘀、通络三个方面同时入手，所用偏头
痛方在40年前，经魏江磊教授本人亲身
验证，至今未曾复发。同时结合刘易宗
医生家传的特色针灸，尤其是对于急性
发作期的偏头痛患者，针药并重，事半
功倍。

秋季温差大，偏头痛高发
别以为是小病，有人不治酿大病

大话脉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