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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臨老齡化
嚴峻挑戰的中
國，擁有對安老

服務的強烈需求。近年來，公益組織在安老服
務中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北京一家陪伴臨
終老人的公益組織「十方緣」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北京十方緣有在冊義工人數5,134人，
活躍義工約500人，為當地16家養老機構、9
個社區提供義務的老年人陪伴服務。這一模式
在很多地方被複製推廣，目前十方緣在中國39
個城市共有51個老人心靈呵護團隊，每年服務
老人兩萬餘人次。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邊是呀嘛
是家鄉啊」，周一上午，在香山老年公寓特護
區的陽光房裡總能響起義工們清唱的懷舊老
歌。老人們有的跟着唱，有的只能拍手或者發
出含糊不清的聲音，還有位老人在歌聲中低頭
睡着了。有的老人行動不便，義工們就到房間
裡陪伴。這些特護區的老人大多身患重病，或
者有程度較深的失能失智。

勸喪子婦走出自殺陰影
除了護理人員日常精心的照顧和家人周末的
探望，十方緣義工們每周一天的陪伴也是他們
晚年生活的重要慰藉。

北京十方緣老人心靈呵護中心總幹事方樹功
說，2011年在養老院中見到的一位準備絕食自
殺的老婦，是自己最初參與臨終老人陪伴工
作，並在此後與幾位義工發起成立公益組織的
原因。
方樹功憶述，當時該老婦因兒子病逝而想絕
食自殺。為了勸解她，方樹功在老婦房門外站
了近半個小時後方能進屋。不久，老婦問他知
不知道《漁光曲》一曲，方樹功立刻用手機為
老婦播放。聽着聽着老婦就開始流淚，並說：
「當年有一張破漁網都可以過一冬，我現在還
有退休金，我一定可以過好生命中最後的冬
天。」之後老婦就讓護理人員給她拿粥來喝。

這事令方樹功感到，老人想自殺的背後是對孤
獨的恐懼和對愛的渴望，就從此開始和幾位義
工夥伴用業餘時間陪伴這樣的老人。
在中國，公益正為更多人了解、接受甚至作
為一種生活方式。「儘管看上去是我們在付出
時間和愛心陪伴老人，其實我們自己也得到了
極大的成長與收穫。作為家裡的長女，我以前
性格很強勢，與人交往時不會換位思考。通過
幾年的公益服務，我不僅成了專職的公益人，
與人相處的狀態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十方緣
資深義工陳慧說。

■新華社記者 林苗苗 謝晗
北京報道

京義工送暖養老院 慰藉孤獨心靈

這家名叫「巴赫西點」的麵包店，開在長
沙年歲久遠的湘春巷上，這裡由於施工

已被封路三年，變成了一條冷冷清清的死胡
同。「巴赫西點」店面不大，但頗有歐陸風
情，一個貨架，一些手工小裝飾，臨街一面
留有一扇玻璃小窗，客人坐在店內小憩，顯
得特別有文藝氣息。記者到店裡的時候，店
裡剛剛出爐了一些麵包，散發着濃郁的麥香
味，不由得讓人垂涎欲滴。

老闆員工像一家人
老闆的中文名叫吳正榮，來自德國斯圖加
特，金褐色鬈髮，高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
雖然年過四旬卻還是一副大男孩的樣子。店
員們都說老闆是個溫柔可愛的人，今年1月
正逢夫妻倆結婚20周年紀念日，吳正榮在店
裡帶着聾啞員工一起悄悄為妻子杜雪慧準備
了家鄉特色的蘋果蛋糕，雖在異國他鄉，他
都不忘給妻子一個驚喜。說起這些，吳正榮
幸福又羞澀的樣子特別可愛。

那天8名員工和小兩口一起慶祝，店員們
還烤了愛心麵包送給吳正榮夫婦，吳正榮對
記者說：「我幾乎每天都呆在店裡，他們雖
然不會說話，但是都很陽光很親切，我們就
像一家人一樣，我太太不忙的時候也會來店
裡，大家聚在一起吃飯聊天特別開心。」
說起為什麼開一家麵包店，吳正榮介紹
說，自己和妻子本來都在長沙康復中心幫助
聾啞兒童，但是常年下來發現很多聾啞兒童
成人後難以融入社會，大部分由於聽力或語
言的障礙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俗話說授人
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於是吳正榮想着自己開
一家小店，免費培訓聾啞學徒，讓他們也能
靠自己的雙手自力更生。
於是吳正榮在德國找到一位麵包師傅，跟
着他學習了4年，終於在2011年4月，他的
「巴赫西點」在長沙市中心五一路上開業
了。
然而，市中心昂貴的租金和大額開銷很快

讓他們無力支撐，半年之後，他們便退居現

在的小巷，吳正榮說：「其實我更喜歡現在
的店，後廚很大，足夠放下烤箱等設備，還
能同時接收10名聾啞員工，我開店是為了讓
他們學習手藝，現在後廚還有3名聾啞學徒，
如果是在市中心不會有這麼好的環境給他們
學習。」

九個月培訓可「畢業」
吳正榮介紹說，聾啞人和普通人一樣有學
習能力，他們用手語交流所以手很靈活，畫
畫做手工的能力很強，學做麵包很快，基本
上經過九個月培訓就可以獨立做麵包了，等
他們學會了手藝就可以到別的麵包店工作，
也可以自己開店。
目前吳正榮的小店已經幫助十餘名聾啞人
就業，湯春艷就是以前店裡的員工，曾在這
裡工作了四年，如今正在寧鄉籌備自己的麵
包店，馬上就要開業了，吳正榮為她感到高
興：「我就是希望他們走出去都能有好的生
活，這也是我開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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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長沙市開福區湘春巷內藏着一家特別的德國風味麵包店，被稱為當地最有愛

的麵包店，店主是一對德國夫婦，而店員卻全是靠手語交流的聾啞人，即使深藏小

巷、交通不便，仍然有許多人慕名光顧小店，嚐嚐他們的麵包。店裡只招收聾啞學

徒，教他們手藝，幫助他們就業，鄰里稱這對異國夫妻為「洋雷鋒」，而他們卻說：「我們並不覺得這很偉大，

只是希望聾啞人學會一門技術，能找到好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德夫婦大愛無疆德夫婦大愛無疆
圓聾啞人麵包師夢圓聾啞人麵包師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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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年過四旬，吳正榮夫婦
因為身體原因一直沒有自己
的孩子，但他們說：「我們
很幸福，我們有 54 個孩
子。」
原來在聾啞兒童康復中
心，夫妻倆定下了 54個學
位，資助那些貧困的孩子來
康復中心上學。杜雪慧介
紹，「現在『國家隊』聾啞
兒童幫扶的政策越來越好，
很多聾啞兒童上學可以減免
學費，但還是有貧困地區的
孩子沒有機會到康復中心或
是聾啞學校學習，我們包下
54個名額，可以給資助的孩
子們來學習，希望能幫助他
們獲得平等的學習機會，我
經常會去各個康復中心教小
孩子讀書畫畫，他們都像是
我們自己的孩子。」

「金錢買不來現在的快樂」
吳正榮回憶稱，「有個女孩叫艾吉
星，當時她因為聽不見聲音出了車禍，
恢復後雙腿仍然不方便走路，但她很堅
強，每天都堅持做康復訓練，僅僅兩年
時間她便能開口說話了，現在她已經上
大學了，我們還到平江去看過她。還有
一些人已經結婚生子，我們也覺得很好
玩，好像當了爺爺奶奶。」每個孩子都
傾注着兩人的心血，能看到他們長大成
人生活幸福是夫妻倆最開心的事，說起
孩子們的成長故事，他們眼裡滿溢着愛
的光芒。
不少人稱讚吳正榮夫婦的善舉，稱他
們是「洋雷鋒」，而他們卻認為這並不
是什麼偉大的事。吳正榮說：「我們不
過是盡自己的力量做些小事，只是想要
找到一個幫助人的方式，再多的金錢都
買不來現在的快樂，如果給我再次選擇
的機會，我還是會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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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正榮本在德國一家製藥廠
工作，太太杜雪慧是小學教
師，兩人薪資豐厚生活幸福，
但他們心裡一直有個念頭揮之
不去：「我們想做些有意義的
事，想要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們。」正好在2002年，聽聞德
國「環球救助協會」與湖南殘
聯組織啟動了一項聽障兒童語
言康復訓練的助學項目，吳正
榮覺得能幫助聾啞兒童康復非
常好，就和妻子一起來到了湖
南長沙，在這裡一呆就是15
年。
作為康復老師，他們每天敲
鑼打鼓刺激聾啞兒童的聽覺神
經，手把手教孩子們看圖說
話。杜雪慧說：「因為被那些
可愛的小朋友吸引，看到他們
從什麼都不會到通過訓練可以
交流、說得流利、上學，覺得
很有意義，就留下來了，不知
不覺過了這麼些年。」

15年助500聾啞兒童
同時，他們還是資金援助
者，通過與湖南省殘聯及相關
機構合作，在湖南尋找七歲以
下的聾啞兒童，利用「環球救

助協會」基金，為聾啞兒童做語言康復
訓練。
杜雪慧說：「很多貧困的孩子他們沒
有能力負擔康復費用，也有很多家長不
知道康復訓練的重要性，可能造成了孩
子永遠喪失語言能力，聽障兒童接受康
復訓練的時間越早越好，能恢復的幾率
很大，這是可以改變他們一生的事。」
15年裡，吳正榮夫婦累計幫助了500多
名聾啞兒童，夫妻倆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看着這些孩子康復，和他們一起成
長。
目前杜雪慧仍然堅守在康復中心，除了
長沙，她還需要在全省各地的康復中心上
課，觀察聾啞兒童的康復情況，並為家庭
困難的學生申請助學資金。「我們有很多
德國方面的資源，助學資金主要來自德
國，我們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我希望能為
孩子們爭取到更多學習的機會，只要還能
做我希望繼續做下去。」杜雪慧說道。

■吳正榮夫婦15年來一直以康復老師的
身份幫助聽障兒童。 網上圖片

■「巴赫西
點」即使深藏
小巷仍有許多
人慕名光顧，
其中不乏聽障
人士。
記者姚進 攝

■■吳正榮吳正榮（（左三左三））與員工親密得像一家人與員工親密得像一家人。。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 吳 正 榮吳 正 榮
（（左左））和妻子和妻子
杜雪慧一直杜雪慧一直
致力助聾啞致力助聾啞
人融入社會人融入社會。。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湖南傳真湖南傳真

■■吳正榮夫婦到平江看望已經康復吳正榮夫婦到平江看望已經康復
的艾吉星的艾吉星（（右一右一）。）。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十方緣」義工的陪伴慰藉了不少老人的心靈。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