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天一早，74 岁的高成法大爷

准时来到杭州下城区朝晖街道老房地社区办

公室，接待老人的是社区副主任陈明捷。只

见他拿出一个药盒，取出一颗递给高大爷，还

拿出一张纸递过去。高成法是聋哑老人，也

不识字。陈明捷用手比划了几个手势，高大

爷看完马上点点头，在纸上按下了手印。

在高大爷按下手印的那一行，陈明捷写

下：“8 点 50 来社区，精神状态良好，已领取

高血压药。”

这样的一幕已重复了近一个月。这背

后，更牵出社工和居民们11年接力帮助这位

特殊孤寡老人的温暖故事。

摔跤摔出了高血压
社工居民接力相助

高成法是一名孤寡聋哑老人，没结过婚，

无子女。现在住在单位公房。

大年初五那天，老人在外头摔了。没过

多久，民警就把老人送到了社区。“我们想把

他送到医院去检查，可他就是不愿意。没办

法，只能帮他简单处理伤口，换上干净衣服，

扶他回家休息。”平日和老人最熟悉的社工李

芝兰回忆说。

老人这一摔，没办法自己做饭了，怎么

办？得知情况的社工和居民们自发报名，组

成了一支队伍，每天上门为高大爷送一日三

餐，为他敷药包扎伤口，还为他打扫屋子。

大年初八，李芝兰又去探望高成法，发现

他面色异常。李芝兰放心不下，执意和同事

一起用轮椅推着高成法去了医院。一量血

压，大家吓一跳：179/97。医生开了降压药

要求高大伯按时服药。

在大家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的情况一天

比一天好，高血压也有所控制，已经能下床走

路。但还是出了事，有天晚上社工上门探望，

发现老人又自作主张多拿了一颗药吃，还好

被及时制止了。

社工们不得不想新办法，把药留在了社

区。翻看为老人制作的每日领药情况记录

表，除了每天记录的具体内容，底下还有一句

备注：“如10点还未来社区，工作人员请上门

查看情况。”

安装“看得见的门铃”
还帮他管账记账11年

老人曾过着单身汉的“月光”生活，刚发

工资的头些天，又是烟又是酒又是下馆子，结

果后半月，窘迫到饿出胃病。

2007 年 4 月，老人意外骨折住院，存折

上仅剩的 3000 多元花光了，欠下的 2000 多

元医药费还是社区助老员戈丽英垫付的。

“这样花钱可不行，万一有个意外，一点

保障都没有。”社区给高成法做工作，财政大

权交给社区管。自从存折上交之后，老人戒

了烟，偶尔喝点小酒，也不大吃大喝，饮食规

律了，连胃疼的毛病也没了。

“每星期来社区领生活费，逢年过节可以

适当增加。剩下的钱我们帮他存着。”李芝兰

说，从2007年开始至今，社工们换了好几拨，

可帮高大爷管账这事儿却一任接一任坚持了

下来，如今已整整11年。

从社区出来，钱报记者跟着李芝兰又去

探望老人。到了门口，李芝兰按了按门铃，房间

内的灯马上闪了闪。原来，这是社工们为老

人特制的“看得见的门铃”——灯泡“门铃”。

看到门铃亮了，高成法出来迎接，看着桌

上满满的瓜子壳，李芝兰有些生气，她指指瓜

子，又比划了两个手势。“我跟他说，瓜子不能

多吃啊，一天一把就好了。”李芝兰说，高大爷

也没学过什么手语，这些手势啊，都是社工们

和大伯长期相处下来后自创的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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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湖区文新街道、浙江爱乐聚养老产业有限公司、杭

州橡树老年病医院联合打造的西湖文新街道长者中心——爱

聚橡树照护之家正式开放，这个位于家门口的养老场所马上吸

引了众多辖区居民前来咨询。

爱聚橡树照护之家是不是靠谱？有什么特色？入住后能

享受到什么样的照料和服务？这些都是前来咨询和参观的老

人和子女们最关心的问题。

昨天，钱报记者来到这个照护之家帮您探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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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聚橡树照护之家位于文一西路和紫荆

花路交叉口，交通便利。总面积近2000平方

米，分上、下两层，二楼设 54 张床位，每个房

间都有独立卫生间、24 小时热水、电视、空

调，配有餐厅、浴室、洗衣间等设施。每个卫

生间和浴室都有方便老年人的扶手。同时在

二楼还设有一间康复室，里面有各种运动器

具和康复专用器械。

在一楼设有门诊、药房、针灸推拿室，满

足老年人日常医疗需求。还有多功能厅、阅

读室、书画室、舞蹈室等各种设施，以及开设

的书法、写字、保健知识讲座等课程，为老年

人生活增添色彩。

硬件、软件看起来都不错，而长者中心的

3 位“合伙人”，则为长者中心写下了最可靠

的背书。

文新街道将养老服务体系的平台建设作

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先后建立起街道级的养老

及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老年大学、老年食堂、

“桑愉情”为老服务特色街等为老服务平台。

浙江爱乐聚养老产业有限公司是专业从

事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经营、管

理的服务机构，依托浙报集团的优势，重点突

出文化养老和健康养老，养老产业的实践经

验丰富。

杭州橡树老年病医院具有丰富的老年医

疗健康服务团队，能为失能、半失能、失智老

人提供医疗保障、康复训练、优质护理、生活

照料、健康饮食等“五位一体”服务，该模式也

将复制到照护中心。

所以，文新街道长者中心——爱聚橡树

照护之家集专业医疗、养老休闲、居家服务为

一体，旨在打通医养结合最后一公里。

“已经有几位老人准备入住我们照护中

心了。”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老人最看重的

就是照护中心最大的特色——医养结合，“我

们是把医院的服务送到老人的家门口，每天

都会有专业医生查房，针灸推拿等等的服务

也是送到床边的。”如果入住的老人突发病

情，可以马上得到橡树医院的医疗急救服务，

快速转入橡树医院，得到专业诊治。

那么，这么有特色的照护中心，是不是仅

仅招收辖区内的老人呢？记者了解到，有需

要的老人都可以来参观、申请床位，不过户口

在文新街道的老人可以享受9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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