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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钥匙姑娘冶要要要于文英院
四十多个野爸妈冶宠着我

从野小于冶到野姑娘冶

2025 年元旦这天，早上 8
点，于文英像往常一样转发了一

条微信朋友圈，内容照例是问候

早安、祝愿健康的短视频，然后

她就一条一条数着朋友圈里那

几十条点赞。

截至目前，于文英总共对接

服务了近百位老人，其中许多是

孤寡老人。要想第一时间知道老

人的最新状况，确实很难。“于

是，我给他们交代，看到我朋友

圈就给我点个赞，或者发条微信

说句话。我就重点关注剩下那些

没有‘打卡’的老人。”

果然，有位平时准时“打卡”

的独居老人这天却一直没有点

赞，给他发微信也迟迟未回，电

话打过去还是没人接。这位老人

虽然几个月前就已搬到隔壁的

鄂州市独居，但仍然坚持与她

“热线联系”，这一天却失联了。

于文英隐隐感觉不对劲，顿

时心头一紧，赶紧联系老人的亲

属，还是没有联系上。于是，她坐

车数十公里来到老人家敲门，也

没有任何回应。后来，她请来警

察和开锁师傅，打开门才发现老

人已经安然离世。谈及这件事，

于文英将头扭向一旁，偷偷地抹

眼泪。

坚持每天早起问候老人已

是她坚持了 10多年的习惯。以
前，她是挨个打电话，或者上门

敲门。这得从 10年前说起。
于文英的父母离世早，她和

姐姐在伯伯家长大，一直在大冶

铁矿工作，是一名老党员，也是

厂里出了名的“热心肠”。张美玉

是于文英的老邻居，曾多次中

风，儿子一个人照顾她，经常感

到吃力。她看在眼里，时不时去

串个门，帮个忙。

忙越帮越多，越帮越大。从

2006年起，于文英开始帮着照顾
老人，从采买物品到助浴助药，

再到送医陪护，几乎随叫随到。

张美玉老人和她的感情越来越

深，如果有一天没见到于文英，

就会向儿子打听她的去向。

“文英常给妈妈洗澡，妈妈

洗好了，她一身汗……”张美玉

老人的大儿子詹刚说，自己长年

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需要帮老

人洗漱擦身甚至解大小便，经常

感到不方便。“后来，这些事都是

请于文英代劳的，慢慢地，母亲

与她的感情越来越深厚。老人生

病了，都是于文英守在身边，晚

上还和老人同睡一张床，以便老

人“随叫随到”。为了方便进家，

詹刚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将家里

的备用钥匙交给于文英。

从此，于文英成了张美玉家

的常客，她用钥匙打开门，进入

家中，帮助做饭、洗衣、打扫卫

生，老人对她越发依赖。一次不

经意间，老人没有喊她“小于”，

而是脱口而出“姑娘”。喊完，老

人的眼眶湿润了。

自那次之后，于文英更是每天

放下碗筷就往张美玉家里跑。“没

事也常去看看，陪他们聊聊天，喊

一声妈，老人就激动得不行。”

一把钥匙就是一份托付

于文英帮忙照顾张美玉的

故事，逐渐在周边传开了。许多

老人打听起于文英。

潘素惠是于文英照顾的第

二位老人。大女儿早逝，小女儿

嫁到黄石城区，二女儿吴坚红照

顾老人。“潘婆婆是我照顾的第

二个妈妈。”于文英说，她与潘婆

婆是邻居，潘婆婆失去女儿后，

经常抹泪，她常上门拉着老人的

手聊聊天。2014年，潘婆婆摔了
一跤，卧床不起。看着吴坚红忙

不过来，于文英将铺盖搬到潘婆

婆家，睡在沙发上，帮着擦洗换

药，悉心照顾了 3个月。老人康
复后，还是舍不得于文英。于是，

吴坚红就把家中钥匙给了于文

英。“我不在家时，麻烦您多担待

着点。”

就这样，于文英照顾的老人越

来越多，手中的钥匙也越来越多。

“把钥匙交给她，我非常放

心。”建设路社区 80岁的老人李
凤印独居多年，以前有时出门忘

带钥匙，每次都只能想办法找

“开锁王”。将钥匙交给于文英

后，老人安心多了。“我身体没有

大问题，她还是经常来看我，我

感觉很有依靠。”

于文英习惯用一根蓝色布

条串起所有钥匙，老人和家属们

把钥匙交给她时，就在钥匙上绑

一条短绳子，以便于捆在蓝色布

条上，每家的短绳子都不一样。

上门的次数多了，一看钥匙上的

短绳，她就知道是哪一家。

“这位老人搬了三次家，换

了三把钥匙，我都有。”“这把钥

匙的主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喜

欢吃楼下的包子。”于文英一把

把数着钥匙，就像打量着一位位

老人。“给我钥匙，就是给我绝对

的信任，这让我干劲更足。”

这么多年义务帮助老人，默

默地奉献着，图个啥？于文英也

向记者敞开了心扉：“小时候没

享受到父亲的爱，现在老了，有

这么多‘爸妈’宠着。”于文英说，

这 40多名被照顾的老人，哪家
做点好吃的都要给她留一份，天

气转凉了，“妈妈”们都在提醒她

“多穿点”。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带上一两件老人需要的东

西，穿上一件红马甲，于文英来

到一位独居老人家门前，从包里

掏出一大串钥匙，熟练地挑出一

把，打开房门，脱去外套，照例一

边陪老人唠嗑，一边麻溜地收拾

屋子……

这是她十几年来，每天的

日常。

于文英热心助老的事传开

后，越来越多老人将自家钥匙配

一把交到于文英手上，她腰间逐

渐挂满钥匙，最多时有 40 多把。
其中，28 把钥匙主人是独居老
人。于文英从不嫌麻烦，上门探

望，侍病喂药，社区里经常出现

她穿着红马甲忙碌的身影。

“原来整天看着于文英拎着

一串钥匙到处跑，以为她是修锁

的。”72岁的社区居民李湘兰说，
刚开始许多人并不了解，她总是

“现身说法”进行解释。慢慢地，

她不再解释，而是加入到“红马

甲”中。

与许多社区居民一样，李湘

兰一个人照顾着老母亲，常常感

觉非常吃力。“幸亏有于文英照

顾，母亲的身体和心情都好多

了。”作为一名老党员，李湘兰意

识到，她也要尽一份力，帮于文

英“搭把手”。于是，她找到于文

英讨教“服务老人的经验”，主动

要求“分”几位老人。

当过单位干部的李湘兰在

动员群众方面颇有经验。闲暇之

余，她还向身边人宣传服务老人

这份公益事业，鼓励他们加入进

来。慢慢地，找到于文英请教并

要求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于文英的老伴徐长良就是

其中一位。起初，看着于文英天

天往外跑，徐长良有些怨言，“怎

么老往别人家跑，图啥？”于文英

说，“人都会老，善待老人就是善

待自己啊。”她也不多解释，继续

慢慢做着。

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位独居

老人紧急召唤于文英。“家里没

电了，又黑又冷。”她赶到老人

家，怀疑是欠费，一查，并不是。

老人冷得开始咳嗽，于文英还是

不知道从哪入手。正当“急得跳

脚”时，她想到退休在家的老伴

徐长良，他原是大冶铁矿一名井

下电工，修电器很拿手。于文英

一个电话把老伴喊来。

很快，徐长良背着工具箱来

了。原来是跳闸了，他不到 10分
钟就把问题解决。这一发不可收

拾，老徐从此忙碌起来。于文英

常常给他安排活儿，不少老人也

主动联系他。谁家里有家电出了

小毛病，都会请他上门帮忙。逐

渐，徐长良也成了助老服务的中

坚力量。

同是退休电工的李文东也

曾是助老服务的受益者。李文东

长年上夜班，家里有一位患有类

风湿的老母亲“没少麻烦于文英

他们”。如今，他积极参加助老志

愿服务，像照顾自己父母一样照

顾其他老人……2022年 9月，建
设路社区成立“红马甲助老队”。

助老队的事越传越广，不仅

建设路社区，周边胜利路社区、

九龙洞社区的老人们也慕名而

来，送来了“新”钥匙。与此同时，

找到于文英要求加入的志愿者

越来越多。

“红马甲助老队几乎都是稍

微年轻点的老人，去帮扶高龄、失

能或半失能老人。”建设路社区党

委书记董凌燕说，“我们社区居民

中，60岁以上老人占三分之一。通

过这样的互助式养老，营造出尊

老、敬老、爱老的氛围。”

在红马甲助老队的带领下，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又

涌现出“五红志愿服务队”，5支
“红色队伍”在辖区内开展文明

宣教、环境卫生整治、美化绿化、

助老护小等志愿服务活动，居民

们称他们是社区的“红管家”。

“红管家”的经验又在黄石

全市推广。作为老工业城市，黄

石老龄人口多。民政部门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黄石市 60岁
以上户籍人口占比 20.02%，65岁
以上户籍人口占比 14.75%。

为此，黄石市委组织部门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织密基层

自治网格，以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为导向，将志愿服务与基层

治理相结合，以“微治理”服务

“大民生”，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

理质效。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

一个城市而言，老年群体也是宝

藏。”黄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张国庆表示，越来越多以于文英

为代表的离退休老党员来到互助

养老志愿服务的一线，党建引领

互助养老正在实现良性循环。“我

们不断激发‘红管家’队伍的内在

动力，持续提高‘红管家’志愿服

务水平和能力，推动形成党员带

头、居民参与、资源集成的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新格局。”

渊据叶新华每日电讯曳冤

于文英渊右冤看望李凤印老人

于文英渊左冤看望张美玉老人

65岁的于文英袁常常被人称为野姑娘冶遥 这几天袁她忙于给社区老人送汤圆袁几乎每位遇见的熟人都这
么称呼她遥

在鄂东方言中袁野姑娘冶有野女儿冶的意思遥于文英是湖北省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窑铁山区建设路社区
的一名居民遥近 20年来袁她一直利用闲暇时间袁先后帮助照顾料理近百名独居老人遥慢慢地袁一些老人称
她为野姑娘冶袁将自家钥匙交给她袁方便她随时上门照顾遥别在于文英腰间的钥匙越来越多袁野哗啦冶作响袁成
为老人们最熟悉又期盼的野音乐冶遥 大家也由此称呼她为野钥匙姑娘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