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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个子不高、眯眯眼、腼腆爱笑是他给

人的第一印象，严谨细致、刻苦钻研是他的工

作状态，优秀投递员是他身上闪光标签。他

就是钱报速递有限公司城厢站的杨建荣，一

名能吃苦耐劳、善于学习的新时代投递员。

15 年前，杨建荣经朋友介绍，看到钱江

晚报作为全国都市类报纸的佼佼者，带着憧

憬和期待，他来到钱江晚报，成为了一名投递

员。为了快速提高业务技能，杨建荣一有时

间便在网上和站里翻阅投递方面的书籍及培

训资料，工作中遇到不懂的业务细节，就向有

经验的同事请教，学习他们好的工作方法，并

在实际工作中反复练习。那段时间，每天中

午他都不休息，不是在小区标记投递记号，就

是骑着自行车熟悉道段。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到一个月时间，杨建荣便对投递岗位上的

各项工作都能准确、熟练完成。

十几年如一日，杨建荣每天凌晨 4 点准

时到站，等候报纸和牛奶到货后分发，根据规

划好的路线，边送牛奶边送报纸，由于牛奶的

特殊性，每天必须 6:30 前送到，几年下来他

几乎零投诉。作为大家口中的老黄牛，知心

大哥，站长和投递员都对他赞不绝口。

杨建荣还兼任城厢站专职物流配送员，

在物流配送工作中做到零差评。为了将客户

订购的货物第一时间送达，他每天自带饭盒，

10 分钟内吃好午饭，又联络好客户，送货去

了，老杨说，现在我们配送的产品越来越丰

富，生鲜水果不断增加，这个东西可放不起

哦，我得马上给客户送去。

第一次见到李凯，憨憨的大叔一枚，无论

啥事，都是笑脸迎人，乐呵乐呵的。在他15年

的投递工作中，每天30余公里投递里程，李凯

从一辆自行车，到一辆电瓶车，再到现在的两

辆电瓶车轮番上阵，却从未落下一份报纸。

2003年，李凯从工地辞职来到钱江晚报

从事投递工作。每天早上 4 点上班，他整理

报纸的动作很是麻利，抽出几份报纸叠成一

摞，再在边上写上标记。笔者问：“这个标记

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这是要投递的对象

的标记。这家单位订了哪几份报纸，哪个家

庭又订了哪几份报纸，不用看名单，我记得清

清楚楚。”。

笔者跟着李凯去送报途中，一家单位的

门卫老师傅主动迎了出来，李凯递上了一叠

厚厚的报纸。老师傅笑呵呵地说：“我喜欢小

李送报纸，特别负责。下雨天，他都会用塑料

袋把报纸套好，就算台风天，报纸也不会是湿

的。年轻人都像小李这样负责就好喽！”

李凯笑了，回答说：“宁可自己淋湿也不

能把报纸淋湿啊！报纸淋湿了就没法看了，

要作废了。”

问起15年干同一件事，会不会枯燥？

李凯回答：“当然不会！每天我给不同的

人送报纸、送牛奶，认识了好多人，其中不少

人都成了朋友。”

记得有一年送报路上，看到小区里面必

经之路上有一大摊胶水，一位年迈的老人家摔

倒了，捂着头，没人管，保安看到了也不理，我

二话不说把车子靠边就把老人家送去医院了，

虽然听了太多关于老人不能扶之类的负面新

闻，但我还是相信善良总没错，还是好人多，最

后老人家检查后没有大碍，家人得知后赶来要

酬谢我，被我婉拒了，我说：“我家老母亲也80

多岁了，我在外打工照顾不到她，也担心她的

安全，这次能帮到老人家，我很欣慰。”

对于未来，他说了一句最朴实的话：“继

续踏实工作、乐观生活！” 许佳佳

15年投递之旅，他们风雨兼程

近日，看到一则“13个老人住500方别墅‘抱团养老’”的新闻，虽看似舒适享乐，但老人需要自己抱团养老，子女不在身边的现象也反映了

当今社会一个现实又无奈的课题。

还没好好孝敬您就老了
许佳佳

及时孝敬老人
别在忏悔中思念

看着父母一天天变老，自己照顾还是送

去养老院?这是每个中国子女心里比较纠结

的选题。据不完全统计，养老院的收费和现

在幼儿园收费差不多了，价位低一点的，也至

少要4000多一个月，贵的，1-2万元一个月，

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

担。要兼顾工作和照顾老人，又没这个时间

和精力。

普通家庭面临着一个极度现实又痛苦的

问题，很大一部分家庭里的老人扮演了这样

一个角色，倾其毕生积蓄，供子女首付，也只

够在城里买一个不大的房子。子女支付着能

力范围内的按揭贷款，看似轻松潇洒的生活

方式，可根本没有人敢说，我要送我爸妈去最

好的养老院。只能送他们去住最常见的养老

院，有双人间、有单人间，按时吃饭，生活质量

无法保障。很多人说，现在养老院选择很多，

很丰富，老人也能得到快乐，我们的中晚年生

活会很幸福，可以和伴侣孩子，三人世界，你

会很平顺地度过几十年，周末去看看父母就

可以了。

这个选择背后的痛苦是什么呢？有一

天，他们不在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你习惯性

地开车去这家养老院，可是老人没了，这时

候，你会怨恨自己一件事，为何我年轻的时

候，因为一些琐事就送走他们了呢？这件事

情，你是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中国人经常说

一句很“土”的话“子欲养而亲不在”。孝顺这

个词就是由“后悔”构成的，无数个我们做错

事的瞬间，无数个我们割舍不了的瞬间⋯⋯

居家养老模式
让你多一项选择

居家养老模式无疑是一个折中又相对容

易让中国家庭接受的一个方式，居家养老（服

务），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

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

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

根据有关调研，中国人的养老观念倾向

于选择居家养老，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

90%，只有约 10%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

同时，我国失能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数

量巨大。这部分人多数分散居住在各自家庭

中，其养老不仅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问题，

更有医疗护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社

区、养老机构如何把养老服务延伸到居家养

老的老年人，满足他们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

需求，是一个现实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居家

养老服务人员具有一定医疗护理知识和技

能，能较好解决这些问题。

居家养老服务是一种既不同于家庭保

姆、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家政服务的独特养

老方式，居家养老服务是专业性较强的服

务。以居家养老模式为例，“爱乐聚”定位为

社区养老综合服务平台，鼓励并整合“志同道

合”的社会服务力量、社会服务资源参与，旨

在让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有机会，有

渠道向更多的老年群体服务。

据“爱乐聚”新浦养老点负责人徐琳介

绍，我们的目标是提高老年人幸福指数，为老

年人提供一处安享晚年的幸福乐园，为子女

提供尽孝的选择。我们面对的是社区里面有

自理、独居等各种情况的老人，匹配相等甚至

更多的养老服务做支撑，于是我们开始了定

期开展便民、教育培训、生日晚会等形式的公

益服务；每天给老人做基本的血压体重健康

监测，老年足部、背部等关键部位的理疗养生

以及健康讲座形式的医养服务；发挥老年团

体作用自发自建起了业余合唱团，结合传统

风俗展开的文化活动，上门慰问独居老人等

文化精神服务。

可见，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依托社区，环境

虽小，但老年人的参与度高，医养结合的模式

让老年人在享受相同基础服务的同时自由度

更高，精神层面的感受更为舒适。从现有养老

平台的准入门槛来讲，社区型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是老人家门口性价比较高的养老选择。

关爱老人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