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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走进淄博首家失智老人专业养老机构

这一回 用聆听帮失智老人找记忆

文/图 记者 马斌
“孩子你多大了？”短短十几分钟里，这个问题一位老人问了一个聆听志愿者3次。
“我娘把家里能盖的都盖我身上了。”“你们人这么好，到我家喝水，我娘可好了。”“我娘我爹不疼我，疼谁？”一位老人，

现在只记得自己的爹娘。
这是一群特殊的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失智老人。因为脑部伤害或疾病导致自身认知功能逐渐退化，他们的

记忆力逐渐衰退，渐渐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严重的会忘记如何讲话、吃饭、穿衣，丧失适应社会的能力，甚至瘫痪在床。
与失智老人交流是一项挑战，但是，有效的沟通可以使失智老人增加安全感，甚至延缓病程。11月2日上午，聆听志愿

者们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淄博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孙义的带领下，来到淄博市内首家收住失智老人的专业养老
机构——— 张店区傅家镇养老中心，聆听老人们的故事。

陪老伴入住 成文艺骨干

两年前，刘文敏的老伴患上了
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
痴呆”），终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为了能有专业人员帮忙照顾老伴，
今年，刘文敏和老伴一起入住了傅
家镇养老中心。聆听活动中，她一
会儿分享自己的养生秘诀，一会儿
高声歌唱红色歌曲，脸上开心的笑
容感染着每一名聆听志愿者。

据了解，傅家镇养老中心是
张店区首家“公建民营”的敬老
院，也是淄博市首家收住失智老
人的专业养老机构，现居住老人
67位，其中失智失能老人占50%，
人均年龄74岁。“我国高血压、脑
梗塞、脑出血患者增多，其中有些
患者通过急性期治疗后，会留下
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造成不同程
度的功能障碍，阿尔茨海默症患
者数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该中
心院长王希凤说，失智是不可逆
的疾病，相比其他疾病，失智症患
者更需要人文关怀。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
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因为失
智老人数量多，身心健康的刘文
敏老人除了和工作人员一起照顾
自己的老伴外，还成了这里的文
艺骨干，她用自己优美的歌声，用
自己积极阳光的心态，感染着这
里的老人们。

八旬老人觉得自己还是孩子

“因为我是一名心理工作者，
所以对于失智老人，我想从心理
疏导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
触。”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淄博
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孙
义，跟王希凤、聆听志愿者以及中
心工作人员们，讲述了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之前一直说老人就
是老小孩，对于失智老人，大家更
应该把他们当成儿童。过去的经
历是老人们最清晰最深刻的记
忆。大家在倾听时给予肯定和认
同，就会增加老人的存在感。因
此，倾听就是最好的陪伴，就
是爱！

84岁的董秀美老人患有严重
的认知障碍，平日里最喜欢向别
人讲述自己小时候和年轻时候的
事情。“你们是好人，跟我回家喝
点水吧。”“我娘人可好了，肯定也
喜欢你们。”“今天下雨不？老房
子漏水了。”……当孙义和聆听志
愿者们一起陪老人聊天时，老人
说的话大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她
脑海中的自己还是待在父母身边
的小孩子。但是，老人说得很高
兴，一直拉着孙义的手。“我爷爷
眼不好，我爹娘孝顺。我小，他们
最疼我。”循着这位八旬老人充满
爱的回忆，聆听志愿者们好像和
老人一起穿越回了过去，回到了
老人的记忆深处。

聆听志愿者们还和部分正
常老人聊天，聆听了他们的故
事。大家聊天时，不少失智老
人就静静在旁边坐着，尽管他
们中大多已经无法用言语与人
正常交流，但是听到自己感兴
趣的话题，依旧会微笑或点头。
尤其是看到这些年轻的聆听志

愿者时，他们脸上的笑容更加
灿烂了。

王希凤介绍，失智老人会
慢慢失能，有些老人现在还能
坐在轮椅上，很多症状严重的
已经在房间卧床，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了。

参加完活动后，聆听志愿

者张默文深有感触地说，之前
并不知道现在失智老人竟有这
么多，这次通过聆听1小时活
动，关注到了这个特殊的老年
人群体，真心希望通过大家的
努力，让更多的人关注失智老
人，用正确的心态和方法对待
他们，关心理解他们。

看着年轻人聊天很开心

聆听志愿者 韩昊正
11月2日，通过晨报聆听1小

时活动，我和阎晗、侯珊珊、陈
彤、郭辉、李佳妮、孙溶唯等同学
认识了一群特殊的老人——— 老
年失智症患者。其实，之前作为
山东理工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志愿者，曾经到这里做过助老服
务，但是却没有关注到他们。

记忆力减退，不认识家人；
总是走丢，找不到回家的路；有
时候行为乖张，制造各种麻

烦……在没有接触过这些老人
之前，我们的脑海里已根据电
视剧画面想象出可能出现的情
况。实际上，和失智老人接触
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
常可爱的“老小孩”，他们聚在
一起聊天，即便多数时间彼此
并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可是
他们却脸露笑意。听着他们简
单的话语，我们都好像回归到了

“最初的美好”。
养老中心的院长说，这些患

有失智症的老人认知功能逐渐
退化，虽然在表达上有欠缺,甚
至不认识最亲近的人，但是他们
心里却非常需要人陪伴。有时
一些过激的行为，也是一种需要
关怀的诉求。他们也需要别人
理解他们，关心他们，而不是否
定他们。面对他们，我觉得我们
有能力做更多，传承志愿服务精
神，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关心，多
一份理解，都是对患失智症老人
的最好的帮助。

回归最初的美好

王希凤（右四）向聆听志愿者们介绍该中心老人情况。

84岁的董秀美老人（中）总觉得自己还是
个孩子，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

陪同失智老伴入住的刘文敏老人（中）是养
老中心的文艺骨干，带给这里的老人很多欢乐。

■ 相关链接

超85岁失智症患病率达20%

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症协会
发起的全球最大规模痴呆污名
调查显示，阿尔茨海默症和其
他失智相关疾病已是全球第五
大死因。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
的数据，失智症在65岁以上长
者的患病概率为5%，85岁以上
的高达20%。

如何判断患有失智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
医学中心主任董碧蓉介绍，失
智症是一种因脑部伤害或疾
病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
退化，且此退化的幅度远高于
正常老化的进展。“当你身边的
老人出现记忆力减退、反应迟
钝、丢三落四、神情淡漠、唠叨
多、性格改变、能力下降等现象
时，不要以为是正常的老态，应
及时找专业机构评估。”

多陪老人可降低
失智症发生风险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降低认知减退和痴呆症风
险》，预防认知障碍，需注意以
下方面。

1.调整饮食习惯。以非根
茎类蔬菜、水果、鱼、家禽肉和
茶为主的饮食模式，可使人的
认知状态更佳。

2.受教育水平。接受15年
以上的教育，对于痴呆有一定
的预防作用。

3.保持健康体重。中年期
的体重指数（BMI）高，将增加痴
呆的发病风险，中年期体重过重
或肥胖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独立
危险因素。

4.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水
平。血压对血管性痴呆的影
响比阿尔茨海默症更大。患
糖尿病时间越长，越易发生认
知功能障碍。

5.积极锻炼。体力活动对
认知功能的下降有预防作用，
有氧运动可延缓痴呆的进展。

6.多融入社会生活。孤
独感与老年痴呆症之间存在
重要的关联，孤独会产生特定
的身体影响，包括更高或更长
时间的炎症，这会对健康产生
负面影响。我们应该给孤独
的老人多一些陪伴，可降低失
智症发生的风险。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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