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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在山东省沂水
县夏蔚镇朱家坪村，今年84岁的袁梅丰慢慢
地踱出家门，沿着山村的石板路，穿过一段缓
坡，在一处台阶前停下，坐在台阶旁的阴凉
里，那儿已经坐着四五个老人，最年轻的超过
70岁，年纪最大的两位，都已经90岁了。

台阶上方，一排旧厂房改造成的食堂里，
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连绵不绝，饭香味悠悠荡
荡地传来，袁梅丰有点儿想唱歌，只是之前的
一场大病，让她的声音变得很小，只有在很近
的地方才能听清楚她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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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中午11点半，暖心食堂开饭，
而从9点半左右开始，就有老人陆陆续
续地到达。暖心食堂是一个大院子，不
仅有食堂，还有老年活动室，可以下棋、
打牌、聊天，还有专门的休息室，放着床
铺，如果想睡一觉，也可以在这里休息。

两年多中，袁梅丰又捡起了曾经放
下的创作，她自己编了很多快板书的段
子，在食堂前的树荫下，老人们聚集的
时候，拿出来唱一段。这位84岁的“乡
村艺术家”，尽管声音很小，但可以一口
气唱完一段几分钟的快板书。

更多的老人聚集在食堂的长条桌
前，下棋、打牌，等待开饭。对他们来
说，午餐时间很长，从上午9点多，可以
一直延续到下午3、4点，在这个院子
里，在这家食堂里，他们得到的，不仅是
一顿现做的热饭，更在这里完成了社交
活动，让漫长而寂寞的日子，变得有趣
和生动。

老人们悠闲等待的时候，是志愿者
们最忙的时候，除了厨师，厨房里常年
有几个人帮忙，为老人做饭的同时，还
要为来农家乐吃饭的游客服务，还有人
中间必须抽出时间，为行动不便的7位
老人送饭。

从2020年12月开始，明香香就是
固定送饭的志愿者之一。趁着老人们
吃饭的空隙，她装好食盒，放在一个纸
箱子里，再把纸箱子放在电动车上，骑
着车穿过弯弯曲曲的巷子，沿着山路一
路下山，送到路途较远、行动不便的老
人家里。有时候还要给老人洗一下碗
筷，再把食盒里的午饭盛到碗里，然后
再送下一家。“基本上每天都得送，多的
时候一个人送四五份，如果人手紧张，
可能要送两趟。”她说。

两年多来，朱家坪村的暖心食堂，
渐渐被更多人所知，暖心食堂的模式也
走出山村，在更多的村庄出现。

沂水县民政部门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沂水县不断推进农村养老服务工
作，在全县推广和倡议建设“幸福食
堂”，实施“公建公营”制度，由镇政府统
筹、村委会筹建经营，免费为乡村70岁
以上的老人提供餐饮，同时鼓励食堂对
外开放，吸引外来人员就餐，盈利则用
于补贴食堂工人工资和日常维护费用，
实现“输血”和“造血”并重的效果。

据介绍，目前，沂水县全县范围内，
已有28处农村“幸福食堂”，尚有20处
正在筹划建设当中。 （新京）

去哪里找一处可以利用的房子
呢？张都金告诉记者，村委会的干部
们，在村里找了20多天，找遍了村里所
有闲置房的主人，但都没能成功。最
后，一位曾经在村里开厂的村民听说了
建食堂的事情，把一处废弃的厂房捐给
了村里，让村里盖老年食堂。

有了房子，食堂很快开始建设，“村
里人其实都特别好，当初房子难找，只
是因为许多人担心产权的问题，所以花
了很多时间。”张都金介绍。房子确定
后，村里很多人都捐了地，尤其是厂房
周边的一些小地块，村里人干脆捐出
来，作为食堂的菜地。

这些地并不少，除了作为菜地之
外，张都金还有一些新的打算，在改造
旧厂房的时候，他同时在厂房门前的空
地上建了几间茅草屋，在这些茅草屋中
开农家乐。张都金觉得，为村里的老人
做饭不能收钱，所有支出全部由村里承
担，但这需要长期的投入，仅靠村里微
薄的收入，很难坚持下去。所以他开始
寻找能够支撑这间食堂的经济来源，农
家乐就是其中之一，“反正都要做饭，为
什么不多做一点儿，用农家乐的收入来

支撑食堂呢？”
一位在外做厨师的村民被张都金

找回了村里，担任食堂的厨师，而志愿
者们自动成为食堂的助手、服务员等。
2020年12月，这家名为“暖心食堂”的
村级老年服务机构正式开业，每天中
午，为村里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做一
顿饭，同时开放经营，吸引外来的游客
在村里吃饭、住宿。

张都金为食堂定了一个标准，每顿
饭至少一个菜一个汤，每个月至少一顿
饺子，节日还有特别的菜式。食堂所有
的食材，几乎都是自产，馒头是自己蒸
的，豆腐是自己做的，花生油是自己榨
的，承担这些任务的，则是村里之前建
立的小作坊。

自产自销的模式，极大地降低了暖
心食堂的成本，张都金算了一笔账，每
人每顿饭的成本是5元左右，一个月就
是150元，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中，常
年在食堂吃饭的有30多位，还有7位
老人行动不便，需要有人送饭。“一年下
来，食材成本是8万元左右，而厨师、志
愿者的工资，则通过农家乐的收入解
决。”

2017年，朱家坪的千亩桃树
开始挂果，村里有了集体收入，张
都金觉得，可以为村里做一些事
情了。

不久之后，一支志愿者队伍
建立起来，志愿者有回乡陪孩子
读书的年轻母亲，也有返乡创业
的年轻人，还有回家照顾父母的
打工者。

张都金在村里成立了多个小
作坊，有蒸馒头的、做豆腐的、烙
煎饼的，还有做粉皮、榨花生油
的，志愿者们每小时可以拿到10-
15元的工资，他们负责各个小作
坊的生产，同时也定时为老人服
务，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洗衣
服、理发、买药等。

41岁的明香香，一直留在村
里，丈夫早年外出打工，几年前回
到村里养猪，一家人都生活在村
里。2019年，明香香成为村里的
志愿者，平时在小作坊上班，按时
走访村里的老人，帮老人干点儿
活儿。“有些老人年纪大了，打理
自己和家里变得很难，我们定期
给他们洗洗衣服、打扫一下卫生，
对我们来说很容易，但对老人们
来说，没人帮助，就很难。”她说。

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到底有

多难？84岁的袁梅丰几年前得了
一场大病，在床上躺了一年半，这
个喜欢唱歌也喜欢创作的乡村老
人，恢复后声音变得很小，而艰难
的日常生活，也让她一度失去了
歌唱的力气。81岁的张东太，拄
着双拐才能行动，对他来说，双拐
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没有双拐，一
步都走不出去，而即便有了双拐，
也几乎没有任何能力打理家里的
生活。

“有些自理能力比较差的老
人，吃一顿热饭都不容易。”张都
金说。2018年，随着村里的收入
稳定，张都金觉得可以尝试解决
老人吃饭的问题了，“我想着，可
以由村里为那些70岁以上的老人
做一顿饭。”

但这个想法并不容易实现，
给老人们做饭，做一顿容易，但很
难持久，“老人们需要的是长久的
服务，而不是偶尔才有一两次的
志愿服务。”张都金说。

张都金的计划中，至少每天
要为老人们做一顿热饭，但村里
有100多个老人，志愿者们入户为
每一家老人做饭，显然不可能，因
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场地问
题，要建一个固定的食堂。

从上午到中午，朱家坪村党
支部书记张都金的电话没有停
过，他穿着整洁的西服，在村里的
石板路上来来回回地走，碰到赶
往食堂的老人跟他打招呼，他会
一边打电话，一边点头、笑一笑。
偶尔电话停歇的空隙，他还要招
呼外面来的客人。这些客人大多
来自周边的城市，驱车数十公里，
翻山越岭，来到这个沂蒙山深处、
名叫朱家坪的小山村，参观一下
村民为老人们免费打造的暖心食
堂，也顺便尝尝村民们自制的农
家宴。

朱家坪隶属于山东省沂水县
夏蔚镇，距离县城有近一个小时
的车程，是一个深山中的小村
庄。张都金出生在这里，少年时
就外出闯荡。2008年，他放弃了
外面的生意，回乡创业，2018年当
选为村支书。

十年前的朱家坪村，没有产

业，村民大部分外出务工，留守
的以老人居多。对这些老人来
说，仅仅生活自理，就是一个艰
难的问题。张都金告诉记者，他
们在走访中发现，很多留守的老
人，几天才做一次饭，做一次吃
几天。更多的老人，为洗衣服、
理发等最普通不过的生活需求
所困扰。“一些生活自理能力不
强的老人，很长时间都不能洗衣
服。”

对当时的张都金来说，这是
一个无解的问题，他可以组织村
里的志愿者，为老人们做一顿热
饭，洗一次衣服，但这种偶尔的
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老人生活
的问题。

“村里要有钱。”张都金觉得，
这是解决村庄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2013年开始，他走访村庄，动员
村民，成立合作社，在荒原上种了
一千多亩桃树。

从志愿服务开始，帮老人做些事情

捐地建食堂，村里的老人村里照顾

帮厨、送饭，志愿者都是多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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