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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在新乡辉县市张村乡平岭村太行山的深处，有几间石头房，石头
房后墙上写着“向阳幸福院”几个大字，院落里，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
他们全都免费在这里过着“幸福的日子”。“向阳幸福院 ”的创办者是
一位名叫郭永和的当地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郭永和就
开始了他的慈善事业。上世纪90年代初，郭永和开始探索“互助养
老”之路，创办了“向阳幸福院”。按照郭永和的话说，通过这种模式，
在20多年里，帮助了上千名孤寡老人，他希望自己的这种“互助养
老”模式能推向全国。就在上个月，他获得了“全国优秀公益人物”荣
誉称号。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文 图片由向阳幸福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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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和说：“向阳幸福院最主要的模
式就是互助养老，现在来看，已经有了一
些成果。”

郭永和介绍，在向阳幸福院里生活的
孤寡老人并不固定，有时八九个人，有时三
四个人，目前有 6 位老人生活在向阳幸福
院。在向阳幸福院里，没有专职的服务人
员，全部是孤寡老人相互照顾。这几年，身
体好点的老人照顾那些不能自理的老人，
过几年又有老人来照顾他们，年复一年，不
断循环。

在向阳幸福院，郭永和和谭兵船都把
自己叫做“第一服务员”，尽心尽力照顾着
这些孤寡老人。2004年冬天，张世敏老人
患上了脑梗塞，住进了向阳幸福院。有一
次，张世敏七八天没有解大便，肚子胀得实
在难受，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决定为他洗肠，
管子插好后，护士们感到不方便都离开了，

郭永和硬是用手指把坚硬的粪便一块一块
地抠出来。

10 月 24 日，张世敏老人见到记者时
说：“如果不是老郭，我早就没命了。”

“在有了大病之后，能拿出上千元去
诊断治疗的孤寡老人不多，而从现在的情
况来看，许多病没有上千元根本就无法治
疗。”郭永和又想了一个主意，组织合作医
疗，用集体的力量加上向阳幸福院的资
助，为那些大病患者筹集医疗费。

“原亮、陈正平、郭佳善等 10多位老人
的大病治疗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得到了解
决。”郭永和说，“由于国家在农村实行了新
型合作医疗，我们的合作医疗自然就解散
了，但有时我们会为那些特困的孤寡老人
缴纳医疗保险金。”

为照顾更多的孤寡老人，郭永和和谭
兵船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共计20万元。

互相养老试解农村孤寡难题

从辉县出发向东北走，大约 15 公里太
行山深处张村乡平岭村，几间石头砌成的房
子孤零零地坐落在半山腰上，院子背后是公
路，前面是山谷，没有院墙，两条黑狗听到脚
步声，狂吠着守护着院落。

院落的南侧有一个平台，张世敏、陈正
忠两位老人都已经 85 岁了，他们坐在板凳
上晒太阳，时不时地聊上几句。袁长清比他
们的年龄小一些，坐在平台的另一侧，望着
山谷出神儿。

见有人来访，正在案板上和面的郭永和
从屋里迎了出来。屋内设施相当简陋，墙边
摆放着几口大缸，靠近门口的案板上放满了
做饭用的器具，一张简易的沙发、一张小方
桌和几张木凳，差不多算是向阳幸福院的全
部家具了。

屋前是一锅灶，灶里的火还在燃烧着。
郭永和说，他们向阳幸福院如今还在烧柴，

“这比烧煤要省钱得多”。
到了中午吃饭时间，郭永和给一位行

动不便的老人盛好饭菜，端到他面前的
石板上；行动还算灵便的老人则与郭永
和一起围坐在小木桌前，像生活了多年
的亲人。

有人喊他“郭院长”，他总给别人撂上一
句话：“这里没有院长，只有服务员，我也就
是向阳幸福院的第一服务员。”

张世敏老人说，“老郭”真是太辛苦了，
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患有脑梗塞、冠心
病、类风湿、腰椎等多种疾病，但还要照顾几
位孤寡老人和残疾老人的生活，请人到山上
嫁接果树，接通水管浇地、喂猪等。

郭永和出生于上世纪 40 年代河南省
辉县一个贫穷的家庭，6岁就担负起了繁重
的劳动，靠捡煤核、拾废品来维持自己的学
业和生活。上世纪 60年代初，郭永和参了
军，在部队一干就是 20 年。1983 年，他转
业到了河南省新乡市一家国有企业做保卫
干部。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郭永和承包了一
家小企业，经济上开始富裕起来，按照他的
话说：“每年会有一两万元的收入。”

经济富裕后的郭永和成了一名扶贫济
困的“爱好者”，一有空闲，就骑上自行车到
新乡市郊区慰问、帮扶孤寡老人。冀场村
的赵大妈、西王村的刘大娘等孤寡老人的
家里经常出现郭永和的身影，担水、打扫院
落，什么活都干。

郭永和说，上世纪 80 年代末，有一次
看报纸，了解到辉县北部山区由于干旱缺
水，相当一部分群众生活比较贫困，于是，
他暗下决心到贫困山区搞慈善。1989年冬
天他骑着自行车几乎转遍了辉县张村乡西
部的村庄，发现这里的孤寡老人特别多。

那年春节前夕，郭永和驾驶着他新买
的东风三轮车，带着慰问品和救助金，对
几个村庄的孤寡老人进行慰问和帮扶。
第二年春节前夕，郭永和又开着他的三

轮车来了。
1991年秋天遇到大旱，小麦无法播种，

郭永和在 1992年麦收前，拉来了一汽车面
粉，送到了几个村子的孤寡老人家里。

上世纪 90年代，一场场灾难降临到了
郭永和的头上，他的父母先后病倒，不久后
妻子又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之后离开人
世。更不幸的是，脑梗塞这一病魔也缠上
了他，自此以后，他走起路来就一瘸一拐。
但郭永和没有放弃他的慈善事业，并且为
此辞去了工作。

1999年春天，在家养病的郭永和想起
了他的战友谭兵船，他邀请谭兵船到太行
山转转，去慰问慰问当地的孤寡老人。在
随后的几个月里，两人在崇山峻岭中穿行，
历经河南、山西边界的 100多个村庄，查访
慰问了几百户孤寡老人和孤残人员，总行
程2000余公里。

这一次太行山“旅行”后，谭兵船就毫
不犹豫地加盟到郭永和的慈善事业中，很
快他们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一起支撑着
向阳幸福院。

郭永和称，他搞慈善事业已经 25 年
了，已成为习惯，停不下来了。“我现在把遗
嘱都已立好了，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太
行山里的孤寡老人。”

在创办向阳幸福院之初，郭永和就定
下了“以院养院”的方针，郭永和说：“我是
一位城市平民，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来养
活这些孤寡老人，我办向阳幸福院时，我们
的国家还不太富裕，五保、低保制度在农村
还都没有实行，当时想到的是帮孤寡老人
解决一些困难或治疗一些疾病，一经深入，
觉得自己的两三万根本经不住折腾，这时
就想到了开荒种田。”

一开始，郭永和买来了种子，在荒山上
开垦了五六亩土地，种上了小麦和玉米。

种了两年，郭永和、谭兵船看到单纯
靠粮食生产，收益太少，就又有了种植果
树的主意，果树种上后，到结果还要几年
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两人商议后，
决定发展养殖业。郭永和从亲戚那里借
来 1 万多元，谭兵船也从开封的家里拿来
两万元，办了个小型养猪场，满心欢喜等着
收获。

但让郭永和、谭兵船想不到的是，他
们养的母猪下的猪崽很多得了病，死亡
率很高，他们索性把床铺搬进猪舍，昼夜

护理猪崽，经过精心呵护，崽猪病死的状
况有了很大改观，2006 年生猪出栏 120
多头，为向阳幸福院获取了一笔不小的
资金。

郭永和说，为了达到以院养院的目
的，他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账本，鼓励附近
的村民来参加劳动，对参加劳动者，都会
记上 10 分、20 分的积分，一旦这些参加劳
动的村民有了大病或者过年过节发放福
利，就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收益分配和救
助成果。

由于常年劳累，2008年 12月 27日，谭
兵船离开了人世。妻子的离世让郭永和苍
老了许多，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辉县
和新乡的一些热心人听说他的事迹后，经
常来这里参加义务劳动。

随着来参加劳动的志愿者的增多，原
来一直回避记者的郭永和思想也开始有了
转变。他说：“我和前几年相比，愿意接受
采访不是为了要捐助，而是要把我们的做
法推广开去，也希望有人继续把这项事业
做下去。”

“院长”亲自照顾孤寡、残疾老人的生活
倾其所有，是为了照顾更多的孤寡老人

种植果树、办小型养猪场、鼓励村民来幸福院参加劳动

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太行山的孤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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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们经常到向阳幸福院参加义务劳动。志愿者们经常到向阳幸福院参加义务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