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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白，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往流镇邓圩村农民，乡村医生，1998年进入温州一家民营医院任
高级主管，2007年3月，李纯白辞掉高薪工作，拿出挣的60多万元并举债30多万，建立了乡里首家
公益敬老院，当地政府专门拨款20多万元。李纯白的梦想是通过建立敬老院的其他实业，使敬老
院能够自力更生，然而，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晚报记者 王战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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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个人，坐在李守义的房间里，漫无目
的地扯着家长里短，闲暇时光，李守义的房间
总是热闹的。

邻居们喜欢聚集在李守义的房间里，因
为他颇有情调，房间外放了两盆花，具体是什
么花，没人叫得上名字，只是每逢花开，屋里
香气弥漫，邻居们都很喜欢这味道……

屋内的摆设简洁而干净，两张床，一张桌
子，一个柜子，柜子上摆放了两盆塑料花。床
单、被罩等都是新买的，一切都是新的。屋外
是一片菜地，一边种有各种蔬菜，一边种有红

薯玉米等作物。
李守义是个讲究的人，手端茶杯，白色的

衬衣口袋中装着一盒烟。
李守义十分健谈，说起生活条件的改

变，总会和他结婚时作比较，“比我结婚都
好，那时被子是老粗布，晚上躺着划拉得
肚皮疼”。

他喜欢这个地方，他把这个地方称之为
家，其实，这并不是李守义的家。

李守义的家是三间土坯房，东倒西歪，
已无法入住，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台黑白电

视机，而现在住的地方叫做往流镇敬老院。
敬老院在往流镇邓圩村。院子占地约7

亩，前面有一排平房，设有娱乐室、餐厅、厨
房、图书室、卫生室和洗浴室等，平房后面，有
一座两层小楼，共18间房。

李守义今年 62 岁，是邓圩村五保老人，
2009年 3月迁居于此，随之迁入的还有李守
业、单叶荣等共 13位老人，他们都是邓圩村
及其周边村庄的五保老人。

“在这里可好了，有吃的、玩的，还有人说
话。”李守义对新家非常满意。

李纯白是村里有名的村医。
1999 年，李纯白到了温州，这是固始县

打工者聚集地之一，李纯白打算在那里开建
一家诊所，方便离家的老乡看病。

后通过熟人介绍他认识了一家刚起步
的民营医院院长，李纯白有行医资格证，不
过是乡村医生资格证，在温州这个城市里，
不具备诊断病人开处方的权利。

因为当时温州民营医院才刚刚建好，
正紧缺医疗人员，李纯白答应院长帮他联
系一下家乡的医生。通过他的引荐，这家

民营医院很快引进了一批业务人员，充实
到各科室，医院的业务逐渐扩大，效益越来
越好。

院长便让他负责医院管理，每年给他 5
万元薪酬。在李纯白的帮助下，医院逐渐走
上正轨，发展壮大，医院给他的工资也涨到
了每年8万元。

“我积攒的这些钱，都是那几年挣的。”
李纯白说。

2006 年底，李纯白回到家乡，“在拜访
亲友时，我看到村里有 20 多位孤寡老人和

五保户因为没人赡养，生活艰难，心里很不
是滋味”。李纯白说，他决定建一座敬老
院，把这些老人都接到敬老院，让他们安享
晚年。

2007 年 3 月，李纯白辞掉高薪工作，带
着挣的 60 多万元回到家乡，开始实施自己
的计划。

敬老院建起后，为避免一些人产生误
解，说他以敬老院来挣钱，李纯白将敬老院
无偿交给往流镇政府，他个人不能擅自接五
保老人入住，只是负责管理照顾老人。

李纯白不是村里第一个出外打工的人，
却是第一个在外打工赚钱后没有翻修房子
的人。

邓圩村是个大村庄，3000 多口人，典型
的农业村庄，村民主要经济来源除了种地，
多为打工。而所有在外打工的人回乡的第
一件事，就是修建新房。

李纯白的家距离敬老院有好几里地，
家里七八间土坯大瓦房还是上世纪 80 年
代建的。

敬老院没有管理人员，李纯白还要坐诊
出诊，只能请来父母帮忙照料，父亲负责管
理老人，而母亲则成了敬老院的临时炊事
员。两人没有任何工资，只是义务帮儿子看
管这个院子。

李纯白在家排行老二，哥哥弟弟都在
外拼搏，小有成就，一直要求父母去安享
晚年，老父亲说，如果我去了，谁帮纯白照
看呢？

父亲并不反对李纯白建敬老院，他认为

那是一个功在千秋的事业，“只是你为五保
老人建敬老院，为村民建卫生室，欠亲戚
们这么多钱，你一心为公好是好，可你欠
这么多钱怎么还？你再一心为公，也要量
力而行啊！”

建敬老院，花光了李纯白多年来的积
蓄，还欠下亲戚们30多万元，两个孩子还小，
妻子有心脏病，不能干体力活，经常吃药。
现在妻子陪着两个孩子在固始县城读书，在
那边租了一间房。

以院养院的预想
重点想建一所“农民医院”，通

过医院收入补贴敬老院费用
李纯白一开始并没有想着建这么大规模的养老

院，他的想法是，四五间平房，能够赡养村里十多位
五保老人就可以了。他的重点在于建立一家“农民
医院”。

邓圩村位于两省三县的交界地，俗有“鸡叫狗咬
听三县”的说法，距离最近的乡镇观堂镇 5公里，距
往流镇十余公里，距固始县城 70多公里。看病难，
是村民共同的心声。

按照李纯白既有的想法，有三项工程可以同时
开建，“农民医院——敬老院——文化大院”，敬老院
就是一个五六间平房的小院子，足够赡养村里十几
位五保老人，他重点想建一所“农民医院”，两层小
楼，一楼做门诊、平价医药超市，二楼是专家门诊及
病房。村里人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甚至一些简单
的手术，他们都可以承担。有时间请专家坐诊，针对
留守老人和儿童的多发病症给与诊治。最终通过医
院的收入来补贴敬老院的费用，“要在我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李纯白说。

在建敬老院之前，李纯白到县民政局救灾办申
请登记，接受管理和监督时，救灾办领导得知他个人
要建敬老院，高兴地说：“个人建敬老院，在全县目前
尚属首例，正好我们近几年要完成各乡镇建敬老院
的任务，我们可以扶持你部分资金，支持你建设。”

就这样，固始县救灾办与往流镇全力配合，扶持
了李纯白22万元。

往流镇没有敬老院，李纯白的敬老院成为了往
流镇第一家。而建设费用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建敬老院从用地补偿和办理相关土地手续，到
场地平整，基础设施配套，场地硬化，生活设施配套，
建300多米仿古围墙以及硬化道路，绿化院落，再到
主题工程建设，建村标准化卫生室总共投入资金近
60万元。

最后的花费达到了 100多万元，突破了李纯白
的能力范围。

对未来的打算
在搞好种养的基础上，开一个

“敬老院农家土菜馆”
2009 年 9 月 19 日，往流镇敬老院聚餐，桌子上

二十几盘菜，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李守义喜欢喝两
口，倒杯白酒自斟自饮，其他老人则喝起了啤酒。

菜都是院子里自己种的，米则是家里提供的。
李纯白说，他们尽量不向政府伸手，所以决定发

动这些五保老人，发展院办经济，走以院养院的可持
续发展道路，准备在搞好种养的基础上，在路边开一
个“往流敬老院农家土菜馆”，搞特色农家菜，收益用
于五保老人们的生活补贴和购置必需品等。

在敬老院的生活，老人们可以帮忙种蔬菜，养鸡
鸭，基本能保证粮食蔬菜不用买，改善生活杀鸡鸭。
达到了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娱乐室配备了电视、
DVD、麻将、扑克、骨牌、象棋和桌椅等，供老人们平
时的休闲娱乐。

李纯白的梦想是，年底筹措资金建一个敬老院
家禽孵化场，孵化的家禽苗除自用外，还批量对外销
售，“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兴办敬老院的经济实体，为
老人们的生活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老
人们的生存价值，使他们更加热爱生活，消除他们的
自卑感和孤独感,真正实现老有所为。”李纯白说。

谈及与以前的生活对比，敬老院的老人李守叶
说“强十倍”，李守义不同意，“十倍也不依，十辈子也
住不进这样的屋。”

五保老人的家 占地约7亩，设有娱乐室、餐厅、图书室和洗浴室等

举债30万的敬老院 建敬老院，花光了李纯白多年来的积蓄，还欠下亲戚们30多万元

老人们觉得在敬老院的生活比以往强多了。

李纯白李纯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