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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良菽

我愿做一辈子“慈乌”

“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乡亲，都是我必须尽力孝敬的族

亲。”看到老人们开心的笑容，我由衷地高兴。刚刚开办“老人

之家”时，部分村民的不理解和自己受的委屈、听过的风凉话，

现在想想都不算什么，和老人们开心快乐的每一天相比，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我出生在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莲塘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

父亲便教导我，做人要讲良心、有道德、守原则。一个父辈传下的

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种叫“慈乌”的鸟，雏鸟长大后会衔来吃的，

反哺它的母亲。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这故事有了更多的体会：从

小处说，是子女要懂得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往大里看，是对生养

自己的土地，要抱有感恩之心，为它尽一份责任。所以，于我而言，

事业再丰，家乡的父老，始终是我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之一。

我永远忘不了在人生关键节点上，乡亲们曾推我一把、助我

一程。1998 年，我从一家国企辞职回乡创业，厂房用地建设、

政策咨询、人脉关系处理……一个个企业发展难题，在区、镇干

部和莲塘村“两委”干部、莲塘村宗亲们的帮助和支持下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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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我习惯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到莲塘山顶俯瞰全村。

看着这片生我、养我、成就我的土地，心潮澎湃！如今事业有成，

是时候为家乡、为乡亲们做些什么事了！

按照“村企共建、村社共治”的思路，我决定以企哺村，先

后出资 400 多万元进行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修道路、造公园，

村貌改变了，乡亲们的日常生活方便了，但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2010 年的一天，一位朋友的造访对我触动很大，使我萌生

了办“老人之家”的念头。朋友在闲谈间吐露了自己的苦恼：家

中年迈的母亲由兄弟轮流照顾送饭，但由于几个兄弟都比较忙，

对老人经常照顾不周。有一次送饭不够及时，老人捶胸埋怨，说

自己不该长寿。仔细想想，这种事在村里并不是个例。村里的不

少老人除了一日三餐，其他时间基本就是搬个板凳坐在自家门

口，一坐就是半天，不仅缺乏运动，还缺乏交流，老人的精神

林良菽（前排右四）与村里部分老年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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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做一辈子“慈乌”

莲塘村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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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也相当贫乏。现代社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创业

打拼，越来越多的老人也成了独居老人或孤独老人。“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这是孟子对“老有所养”的理想描绘，我想尝

试与乡亲们共同努力，将这样的理想变成现实。

说干就干，我先是动员林氏族亲，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把位

于村道西边的族亲老祖屋腾出来，再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投入

资金将老宅好好修缮了一下。2010 年 4 月，村里的第一座“老

人之家”落成，开始免费为村里的老人提供一日三餐。

“老人之家”是建成了，可一时并不容易被乡亲们所接受：

儿女们怕被人嘲笑不养老，老人们担心食物不卫生。有的人甚至

背后戳我脊梁骨：“真是自以为是，我家老人为啥要你来养？”

莲塘村“老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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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劝我：“别不务正业了，净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知子莫如

父，我的父亲虽然患病，但仍然十分支持我。他说，人这一辈子

时间很短，总是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对乡亲们有益的事、自己

认为值得做的事，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一开始，我先发动本家的长辈宗亲来“老人之家”就餐，第

一个月只有 20 来人。他们每天走到这里，吃完饭聊聊天，热热

闹闹，开开心心。村里其他老人自然看在眼里，他们从好奇、观

望到零星参与，从不好意思到渐渐习惯、喜欢，越来越多的老人

走进了“老人之家”的大门。因就餐容量有限，2011 年，经过

莲塘村党总支多方协调，党小组组长林保国等人主动把位于村道

东边的自家老宅贡献出来，让我改造成了第二座“老人之家”，

林良菽（右二）陪老人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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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命名为“颐养堂”。这样，村子东西两侧就各有一座“老人之

家”，方便了村里的老人就近就餐。

村里 84 岁的黄阿婆，十年前走路要拄拐杖。她来“老人之家”

吃一日三餐后，一天往返 6 趟，还跟其他老人们一起环绕水塘公

园散步，现在，反倒可以不拄拐杖了。两年前，她还自愿在“老

人之家”当义工，帮忙分饭，做“知心大姐”开导姐妹们的烦心

事。“老人之家”思想工作负责人黄小梅跟她开玩笑，说她称得

上是“最年长的义工”啦，可以去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2020 年是“老人之家”开办的第十一个年头，在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我们成立了莲塘村幸福老人服务中心，“老人之家”

的管理更加规范有序。老人们在这里不仅免费吃饱一日三餐，而

且在“老有所养”基础上，实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社会各界包括村里的年轻人也时不时给“老人之家”送些米面油

和新鲜的蔬菜。孩子们也经常来“老人之家”陪老人们说话，给

老人们表演节目。这里不再仅仅是老人们的免费食堂，还是老人

们的精神乐园，更成为村民传承孝亲文化的有效载体。因为精神

生活相对富足，村里的老人们也与健康长寿更加有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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