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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林爱玲

“阿娇，你怎么瘦了？”昨日下

午，在开元街道后江埭路定安养老

院里，年过九旬的张鹭恩阿婆坐在

轮椅上，双手捧着林月娇的脸，含

含糊糊地说着。

前几天，因为腰伤理疗，林月

娇短暂地休养了两三天。几天不

见，养老院的老人都想她了。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定安

养老院，温馨感人的场景时时可

见。2002年，来自龙海的林月娇

在厦门定安养老院开启养老事业，

一两年后林月娇的姐姐林月珍也

加入其中。从双十年华到不惑之

年，22年间，她们一起照顾了1200

多位老人。许多老人在她们的陪

伴下，体面、安详地走完生命的“最

后一程”。

齐心协力
撑起定安养老院22年

午饭时分，走进定安养老院一

楼大厅，记者第一眼就看见了正在

给老人喂饭的林月珍。她围着围

巾，戴着袖套，头发在脑后低低地

挽成一个圆髻，笑容可掬地坐在老

人中间，给这个老人喂一口，换汤

匙，再给另一个老人喂一口……哪

个老人吃得好，她就笑眯眯地捏捏

老人的脸颊，老人就会笑得跟孩子

似的。

在二楼的房间里，妹妹林月娇

也忙碌着。林月娇和姐姐身材、五

官极为相似，但她习惯把长发扎成

低马尾。因为是护理专业出身，所

以老人护理几乎都是她在负责。她

为失能老人擦身、按摩关节、放松肌

肉……桩桩件件，都一丝不苟。

就是这样一对姐妹花，撑起了

定安养老院的22年。

2000年，林月娇刚从漳州卫

校毕业，便在厦港街道托老院管理

实习。这段经历让她萌发了全身

心投入养老事业的想法。于是，

2002年，在父母的资助和支持下，

22岁的林月娇开办了定安养老院，

承接老人托养业务。那时厦门的

养老机构尚处在起步阶段，数量只

有五六家，林月娇可以说是当时

“最年轻的养老院院长”。

林月珍告诉记者，尽管当时定

安养老院规模不大，老人也就二三

十个，但妹妹既要照料老人还要做

管理工作，非常辛苦。“过了一两

年，家里实在心疼妹妹，我就辞掉

了在龙海的工作，来厦门帮她一起

打理。”林月珍说。

据介绍，姐妹俩是她们爷爷奶

奶带大的，所以一直对老人很有爱

心。所以，虽然最开始是想帮妹妹

分担，但很快林月珍就爱上了这一

行。姐妹俩齐心协力，把养老院

“搞得有声有色的”。

院址三迁
搬到哪儿老人跟到哪

定安养老院开办这么多年，遇

到大事小事无数，最让姐妹俩头疼

的还是场所问题。“12年里我们搬

了3次‘家’。”林月珍告诉记者。

最早定安养老院位于金河路

49号。到了2005年，因为业主要

收回房子，林月珍姐妹俩不得不另

择他处。几经辗转，她们终于在定

安路69号找到了合适的场所。“那

时经济拮据，搬家公司都请不起，

父母发动村里乡亲过来帮我们搬

迁养老院，整整搬了三个月才尘埃

落定。”林月娇说，先前院里的老人

几乎都跟着过来了。

在定安路安定了不到几年，

2010年，养老院又面临搬家的情

况。这次比2005年那次更困难，

因为姐妹俩找遍了附近区域，都找

不到合适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她

们从报纸上看到开元街道后江埭

路29号1号楼出租，姐妹俩才算是

“找到了地方”。至此，养老院在后

江埭路扎根至今。此前养老院在

定安路，多数老人的家也在定安路

附近，但养老院搬到开元街道，40

多位老人也不计路程跟了过来。

定安养老院里的元老级老人

名字叫陈扁，出生于1912年，定安

养老院开办的第四天，她就来了。

十几年来，老人在这里安度晚年，

在这里度过百岁生日，105岁在这

里寿终正寝。“对她感情非常深，就

像我们的曾祖母一样。”回忆起7年

前“阿扁”过世的情景，林月珍和林

月娇都忍不住抹眼泪。

林月珍姐妹俩把老人当成亲

人照顾，老人也把她们姐妹俩当自

己的孙女。“有位林阿伯，也是从定

安路一直跟到后江埭路。他在世

时身体还健朗的时候，经常跑到定

安路买花生汤喝，每次都会给我们

带一碗。”林月珍说着，眼眶又湿

润了。

竭尽全力
把老人们都照顾好

如今，定安养老院有老人50

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其中需

要半护理或全护理有30多人。林

月珍说，这些老人智力有点退化，

有时像个小孩，“就是要哄着、让

着、劝着”。80多岁的陈阿婆最爱

看歌仔戏，每天下午都乖乖地守在

电视机前。“去年刚被送来的时候，

她可不是这样，总想‘逃走’。”林月

珍说，“后面拿糖果哄她，才乖了。”

还有张鹭恩阿婆每天都要喝点葡

萄酒，林月珍姐妹俩也都尽量满

足她。

“在我们看来，这些老人是‘宝

贝’‘贵宾’，我们真心对待他们，他

们也会真心回馈我们。”林月娇说。

如今，养老院已经办了 22

年。这么多年，姐妹俩每天都会有

一人留守在养老院，一起逛街的次

数少得可怜。很多年，因为姐妹俩

放心不下老人，家人干脆陪她们在

养老院里一起过年。除夕当天，姐

妹俩和往年一样给老人组织了“围

炉”。看着老人们吃得开心，她们

和家人打从心里感到高兴。

“照顾老人当然是很辛苦的，

有时加上老人家属不理解，难免受

委屈，但没想过放弃。”林月娇说，

除姐妹俩自己的坚持，家人的支持

是她们最大的动力。“我们娘家人、

婆家人都很支持我们干这行，他们

觉得这是善行善举。”林月珍说。

问起对未来的展望，姐妹俩说

得很实在。“我们养老院老人大多

收入很低，我们的收费标准也必须

让他们承担得起。”林月娇直言，生

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每月包伙食收

费是 1800 元，全护理的大概在

5000元，远低于市场行情价。“养

老院能维持运营就很不错了，我们

不指望着赚钱。但我们一定会尽

全力把老人都照顾好。”林月珍说。

林月娇说，这些年来，民政局、

开元街道、后江社区等单位，还有

很多爱心团体，都非常关心养老

院，提供了很多帮助，协调解决了

很多问题。比如，民盟厦门市委会

连续十几年对养老院开展帮扶，开

元街道还牵头周边商家成立消防

联盟并开展护老行动。“真的非常

感谢大家的支持，这都是我们前进

的动力。”林月娇表示。

22年间照顾1200多位老人
“姐妹花”林月珍林月娇用爱心细心耐心陪伴老人走完“最后一程”

“斯人若彩虹，遇上

方知有。”采访过程中，

听着姐妹俩回忆一个个

老人的故事，记者除了

感动，更多的是感慨。

于老人而言，林月

珍、林月娇是他们的“家

长”，更是他们没有血缘

关系却知冷知热的“亲

闺女”“亲孙女”。

于林月珍姐妹俩而

言，老人是自己服务的

对象，是长者、长辈，更

是 相 互 温 暖 的“ 忘 年

交”。二十多个寒来暑

往，他们相互慰藉，双向

奔赴。林月珍说，每次

她和妹妹感到身心疲

惫，只要回到养老院和

老人们待在一起，就感

觉所有辛苦都值得。

“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让老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

有所安，需要温馨的环

境、细致的养老服务，但

归根到底，最需要的是

宝贵的真心。姐妹俩的

养老梦，保障了定安养

老院老人们最后的人

生 ，也 成 就 了 她 们 自

己。希望越来越多人愿

意付出自己的真心，让

爱心厦门变得更加美

好！ （记者林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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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月珍（右一）、

林月娇（左一）和老

人们开心地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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