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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饭了，大家快来吃。”
4月 7日中午 11点半，徐洪

毅大声喊老人们来吃饭。
午饭是大锅烩菜。志愿者给

老人们盛上菜、拿上馒头。
“大家吃饱吃好了，别忘了

把剩下的菜打包捎走。”徐洪毅
笑着对老人们说。

这些老人是青县孤寡老人、
残疾老人，有县城的、流河镇的，
还有曹寺镇的。

每个周日，志愿者都会为老
人们做一顿饭，并将这天定为

“敬老日”。

“小徐”变“老徐”

徐洪毅，今年 52岁，是青县
爱在天下慈善协会的负责人。如
今，志愿者和老人们都称他“老
徐”。

从 2009 年起，徐洪毅就开
始关心、帮助孤寡老人。当时，他
才30多岁，大家喊他“小徐”。

当时，徐洪毅经常自掏腰包
买一些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去看
望老人们。

“当时我做着小买卖，空闲
时间比较多。我知道有些老人无
儿无女，独自生活，就定期去看
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徐
洪毅笑着说。

“小徐来了。”“大爷，您最近
身体怎么样？”放下生活用品之
后，徐洪毅还和老人们拉拉家
常。

时间长了，一些朋友知道徐
洪毅经常去看望老人们，也加入
了慰问队伍，和徐洪毅一起做好
事儿。

有一件事儿让徐洪毅深受
触动。

徐洪毅曾给一位老人送去
了一袋米、一袋面和一桶油。

可一个月之后，当他再次来
到这位老人家的时候，发现米就
用了一点，面根本就没开封。

“小徐啊，谢谢你给我送来
这些吃的。但是，我不开火，也不
会做。要不你拿回去吧。”那位老
人对他说。

“我给你这些吃的，就是让
你改善生活的。这些东西怎么能
拿回去呢……”徐洪毅说。

回到家后，徐洪毅陷入了沉
思。他想着，买了这些米面等送
给老人完全成了走过场。老人们
的生活并没有真正得到改善。

徐洪毅在新闻上看到，有些
地方给孤寡老人每周办一次“饺
子宴”，让老人们免费吃，改善一
下生活。

徐洪毅想着，不如，他和志
愿者给老人们做饭，让他们一周
也来改善一下。

说干就干，从 2009年开始，
他每周日上午组织认识的孤寡
老人、残疾老人来聚餐，变换花
样地为他们蒸包子花卷、做烩菜
等。地点就选在了徐洪毅位于青
县县城的平房里。

越来越多的孤寡老人和残
疾老人前来吃饭。2014年，青县
爱在天下慈善协会正式注册成
立。他们坚持每周日给老人们做
饭，坚持到了现在。

“现如今，我从老人口中的

‘小徐’变成了‘老徐’。”徐洪毅
说，他和志愿者的初心不变。

让老人吃饱吃好

“这些年，我们吃饭的地方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徐洪毅说。

刚开始，徐洪毅从自己的锅
灶上做饭，几十个人的饭菜，需
要做上好几锅。

后来，爱心人士捐钱，他们
在院里搭了一个大锅灶。

大锅灶修好了，他们炒菜、
炖菜就可以一锅出了。

后来，在相关部门的帮助
下，他们又在院里搭了一个棚
子。

包子、饺子、烩菜……徐洪
毅负责安排每周的饭菜，保证老
人们顿顿有肉吃。每到炒菜的时
候，徐洪毅总是自己上阵。“我炒
菜好吃，是炒菜的大厨。蒸馒头、
包子或者包饺子啥的，是志愿者
干得多。”

“包子出锅喽，大伯、大娘们
赶紧上座吃包子喽！”中午时分，
20 多屉热腾腾的大包子出锅
了。志愿者将包子装盘端上了
桌，许多老人帮着志愿者一块儿
忙活。你给他拿头蒜，他给你递
个碗，好似一家人。“老人们来了
都不客气，我们是个大家庭，和
家里人吃饭当然不用客气。”徐
洪毅告诉记者，老人们聚餐结束
回家时，志愿者还会为每一位老
人装上满满的一袋包子。

“其实，我们蒸包子的时候
最多，因为老人们不仅吃这一顿
饭，临走的时候，我都让他们捎
着。”徐洪毅说，老人们带走的包
子够吃几顿的了。

最多的时候，这里有 60 多
位老人来吃饭，少的时候也有
30多人。

每周一顿饭。徐洪毅一点儿
也不马虎。

蒸馒头的时候，徐洪毅会做
南瓜馒头、枣馒头等。

“每个节日，我们都会准备

相应的食物。”他们端午节包粽
子，中秋节发月饼，腊八的时候
熬腊八粥……每年的大年三十
晚上，徐洪毅带着志愿者还会为
孤寡老人准备年夜饭。

到了夏天，他们给老人们送
西瓜，冬天送肉、蔬菜等。老人过
生日，他们买来生日蛋糕。除此
之外，他们还给老人们送过生活
用品等。徐洪毅联系了青县的美
发店，趁着老人来吃饭的时候，
给老人们免费理发。

多亏了这些志愿者

用徐洪毅的话说，没有志愿
者的帮忙，他们不可能坚持这么
长时间。

志愿者王慧云和王玉梅，每
周日上午来帮忙，坚持了好几
年。每周日的早晨，她们二人来
了之后，就着手准备午饭，先从
洗菜、切菜开始。菜准备好了，她
们紧接着蒸馒头或蒸包子。

冬天，厨房里很冷，她们的
手被冻得通红。夏天，气温很高，
她们在厨房里忙得满身大汗。

“每次，看到这些志愿者的

付出，我都特别感动。”徐洪毅
说。

等到老人们吃饱了，她们还
帮着收拾碗筷、刷完碗后再走。

志愿者王玉成找到徐洪毅
说：“我不擅长做饭。每周老人的
菜钱我包了。不论你买了什么，
我给报销。”

每次，徐洪毅买完了菜，王
玉成都会打来电话主动问：“多
少钱？我把钱转过去。”

还有一位姓朱的大姐，每
周日都早早过来帮忙。徐洪毅
知道她丈夫开着一家汽修店，
特别忙，对她说：“大姐，你要是
店里特别忙就不用次次都来
了。”

“没事，每次来这里给老人
做饭，心情格外得好。”朱大姐
说。

经常会有不知名的人免费
给他们捐钱、捐物。

一位女士拉着一车白菜来
到青县爱在天下慈善协会门口。

“这是我自己家种的，送给老人
们吃吧。”这名女士说完，便忙着
卸白菜。

不久之后，又有好心人委托
菜农将一车芹菜送到青县爱在

天下慈善协会门口。
这些年来，很多人看到徐洪

毅的微信朋友圈中为老人做饭
的照片、视频后，很受触动，出资
购买肉、菜和米面捐给青县爱在
天下慈善协会。

徐洪毅告诉记者，有一位他
不知道姓名的大姐，每隔一段时
间就给他买些肉送来。

“我想着感谢人家，都找不
着人。”徐洪毅说，还有很多爱心
人士捐生活用品，义务来帮忙。

这 10 多年来，这样的事儿
发生了太多。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不少人问徐洪毅：“老徐，这
些年你坚持做这一件事儿，为的
是什么？”

“我这些年搭钱搭物，就是
为了这些老人们。”徐洪毅红了
眼圈，他觉得亏待了自己的家
人，“根本没有多少时间陪伴他
们。”

也有人说，不就是每周一顿
饭的事儿嘛，但是，只有徐洪毅
知道，10 多年坚持下来真的不
容易。“我就是舍不得这些老人
们，多难也要坚持下去。”

其实，这些年，徐洪毅和志
愿者做的事儿更多更杂。“关于
这些老人的事，我们都管。”

盘古镇有一位老人，无儿无
女，一个人生活。认识了徐洪毅
之后，从 2009年开始，她家里有
啥事儿都叫徐洪毅去帮忙。

“小徐，我家的电暖器坏了”
“小徐，我家的房子有点儿问
题”……

徐洪毅总会开着车或者骑
着电动三轮车去给她解决这些
问题。

“小徐，我家的杏熟了，我
给你留着了。”这位老人又给徐
洪毅打去了电话。每年，老人都
会把自家树上的杏留给徐洪毅
吃。

2018 年，这位老人弥留之
际，让人给徐洪毅打电话，想着
看看他。“大娘给我钱，让我帮着
操持她的身后事儿。”

还有几名孤寡老人的身后
事儿，也是徐洪毅操持着给办
的。“我就像是他们的亲人，送他
们最后一程。”

有的孤寡老人病了，徐洪毅
也带着他们去医院看病。

有一位流河镇的孤寡老人，
每次来这儿吃完饭之后，都会帮
着徐洪毅打扫卫生。“我也帮不
了别的，就帮着你打扫打扫吧。”
老人对徐洪毅十分感激。

还有一位 70 多岁的大爷，
每周日带着他的残疾儿子来
吃饭。徐洪毅觉得爷俩特别不
容易，临走的时候，或是让爷
俩多捎点儿菜，或是多拿几个
包子。

近年来，不少孤寡老人住进
了养老院。“原来最多的时候每
周来吃饭的有 60多人，现在来
吃饭的老人少了，也就二三十
人。”

徐洪毅说，哪怕只有一位老
人来吃饭，他也管到底。

(本版图片由徐洪毅提供）

青县爱在天下慈善协会的志愿者坚持每周给孤寡老人做一顿“好饭”，还帮助

老人们解决实际难题，这一干就是10多年——

“老人的事，我们都管”
本报记者 祁晓娟

徐洪毅徐洪毅（（左一左一））为老人们分蛋糕为老人们分蛋糕

志愿者和老人一起蒸包子志愿者和老人一起蒸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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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环保局宿舍房屋一套，三室两厅，92平方米，解放
路小学十三中附近，80万元，可议，房主自售，中介勿扰。

联系电话：13833790999、13653372968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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