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女儿女婿回来，一进家门，女儿就问老陈：“阿

姨呢？”

“被我赶走了！”老陈答。

“你怎么又把保姆赶走了？”女儿急得直跺脚，“电话里

你不是还夸这个阿姨不错吗？怎么又把人家给赶走了？”

老陈的脸绷不住了，哈哈大笑：“我赶她回老家过节，

他们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的。这不过节了嘛，我知道你

们要回来，昨天下午就让她坐高铁回乡下去了，陪陪老公

和孩子，明天她就回来。”

原来是这样。女儿也笑了，给老陈竖了个大拇指，又

问：“那么，这个阿姨您还算满意吧？”

“满意，满意。”老陈一脸的乐呵。以前可不是这样。

就为了请保姆这事，老陈和子女们争吵过好几次了。为了

照顾老陈，子女们替他请过几个保姆，却没有一个干满过

一个月。老陈不是嫌人家做的饭菜不好吃，就是嫌人家干

活动静太大，总之是各种嫌弃和不满。

外孙女好奇地问：“外公，为什么这回这个阿姨，你就

这么满意？”老陈笑道：“她做的饭，我喜欢吃啊。尤其是她

做的那个毛豆烧鸡，跟你太婆婆在世时烧的简直是一个味

道，我多少年没吃到过这个味道了。还有啊，她说话我也

爱听。”

外孙女不解地问：“我电话里听过她说的话，太土啦，

根本听不懂，还好听呢。”

老陈戳了戳外孙女的鼻子：“你这个娃啊，忘本喽。”又

指了指女儿女婿：“你们也一样，现在连老家的土话，都不

会说了吧？唉，我就喜欢阿姨说家乡话，听着多亲切啊。

刚开始，她还怕我听不懂，跟我硬说普通话，但又说不利

索，真是笑死我了。我就跟她说啊，你在老家怎么说话，就

跟我怎么说话，跟你聊天，还能听到乡音……”

女儿和女婿相视一笑，看来，这次辗转托人从老家请

来的保姆，总算是请对了，老爷子也终于满意了。两人转

身去厨房，准备中秋节的晚餐，留下这祖孙俩，继续聊。

请个老乡做保姆
孙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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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开到个“幸运盲盒”
丰 丰

多了个“盯人”任务
文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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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电视连续

剧《田教授家的二十八

个保姆》让观众看得如

痴如醉，为了照顾腿受伤的田母，田教

授家相继请了二十几个保姆，这些性

格各异的保姆把田家人正常的生活搅

乱了。回到现实生活中，有人说，请阿

姨犹如开盲盒，她开到了一个“幸运盲

盒”；也有人吐槽，请个不熟悉的人来

做家务，还不如自己动手。其实还有

些尚能自理的老人请阿

姨，乐在多了个可以聊

聊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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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排了值班表

你
家
老
人
愿
意
请
阿
姨
吗

图 IC

鲍伊琳

省下阿姨工资当“菜金”

和老妈同住一屋，照顾她老人家是女儿天经地

义之事。可她的年纪九十有余，已是古稀之年的我

也力不从心了，这时，迫切需要一个全天候的阿姨

上门服务。小杜就在这时候走进了我家，彼此不熟

悉的我们，从此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处在一起。

我听到过不少对阿姨的负面之词，说得最多的是对

老人不尽心、不耐心、不细心，还有就是人前背后两

张脸，这让我对小杜并不能完全放心。

老人长寿不长寿，营养均衡很重要。可因为

老妈牙口不好，绿叶菜很少进我家的门。绿叶菜富

含维生素，又是纤维性蔬菜，对老人的肠蠕动是有

好处的，这个道理我懂，但怎么处理却让我为难。

小杜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老妈吃上叶菜，用的

是变通的方法。她很好地利用了芹菜、生菜、韭菜

的叶子，切碎了，炒蛋炒饭时像撒葱花似的撒在饭

上，再淋上蚝油，不鲜也美，老妈也能吃到新鲜叶菜

了。我家还有一道罗宋汤是为老妈专备的。有牛

肉时烧一锅色香味俱全的浓汤，没有牛肉就将卷心

菜番茄洋葱土豆一锅煮，营养全在蔬菜汤里了。保

健品可以弥补老人缺失的部分营养，但小杜说“药

补不如食补”，得让缺牙的老人也吃天然食物。

去年，99岁的老妈整日卧床，丧失了行动能力，

大小便全靠尿不湿解决。我从细节处看小杜的服务，

每一次她替老妈换下尿不湿后，不仅擦拭干净还要扑

上爽身粉，弥散的香味是对一个老人的尊重，也是她

用心用情的表现。老妈就像是盏耗尽灯油的油灯，我

们都知道她的大限将至。我问小杜，如果老太太在家

里去世你会害怕吗？言下之意你会留下吗？她回答

说，不害怕！她还说：我常年在外打拼，老爸去世时都

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我能陪老太太走到生命尽

头，心里很欣慰。我也感到很欣慰。请阿姨犹如开

盲盒，而我很幸运地开启到了一个需要的盲盒。

今年7月，老爸左眼红且胀痛，忍了一周，忍不

下去了，便打电话给我，要我陪他去医院。医生

说，老人的青光眼拖不起了，得马上住院安排手

术。我怯怯地问：“手术？有那么严重吗？”医生见

我一脸担心，宽慰道：“放心，手术会很顺利的。”我

又问，要住院几天？医生说，常规一周即可出院，

但老爷子83岁高龄了，得住10天。

办好住院手续，安顿好日常用品等杂事，我与

老爸商量起诸多细节，其中三餐水果、擦身洗漱等

小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最后拧巴在是不是请个阿姨

照顾。我说：“阿爸，大哥是公司老大，我与三弟都

要上班，兄弟仨要拼出10天时间照看你，着实有点

困难。我们请个阿姨吧，我打听过了，260元一天，

护工费，我们兄弟仨分摊……”话没说完，老爸的脸

上已堆起阴云，他把茶杯重重地往柜上一放，红肿

的眼睛盯着我说：“请阿姨？吊盐水时，叫一个女的

陪我去厕所，这样方便吗？”沉默片刻后，我又说：

“既然你不赞成请阿姨，那我请年休假陪你，总踏实

了吧？”父亲呛道：“踏实什么？又不是只生了你一

个！”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给我，他已

经排好值班表了：“老大和老三各3天，你吃点亏排

了4天，你把它拍一下，发到微信群里去。”过了一会

儿，我告诉老爸，老大与老三一致同意你排的班。

听我这样说，老爸的脸上才重现笑意。

中午，大哥推开了病房门，把煲仔饭放在柜上

说，阿爸、老二快尝尝我的手艺。三弟拎着火龙果

和香蕉也来了。这时，有个阿姨拿着塑料文件夹来

问阿爸，46床，请问您需要护工吗？260元一天，24

小时一对一陪护。老爸指着床头柜上方贴着的

值班表对她说，不需要，我已有“护工”了！

我家最不稳定的队伍就是钟点工了，不管是谁

“炒”谁的“鱿鱼”，我始终认为老妈的“领导”方式有

问题，她留不住人心呀。

老妈已至耄耋，身体仍然硬朗，充满了“领导”欲

望。一周来三次的钟点工是她“领导”的对象。“节

俭”二字是老妈那代人的生活准则，而现今的钟点工

眼界开阔、出手大方，而且懂得花巧力干漂亮活的技

能。说到底，她们一天要干好几户东家的活，不省点

体力是扛不住的。

可这个道理老妈却不太乐意接受，她认为不花

力气算做什么家务活？人家钟点工用“威猛”擦拭完

排油机，她却泡了一盆碱水再加工，还说碱水擦油腻

最方便实用。她也不想想碱水这劳什子是什么年代

的产物，钟点工怎么愿意把手伸进碱水里呢？连使

用保洁品还要戴手套呢！

老妈把几件祖上传下来的红木家具当宝贝，钟

点工拿“碧丽珠”喷喷洒洒，老妈却拿着抹布在上面

又是哈气又是擦拭，她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

天气转凉，钟点工哪怕洗一块抹布也要开热水龙头，

任凭自来水“哗哗”流，等着热水出来。老妈心疼啊，

一遍遍地暗示水电费的支出贵了，可我发现没有谁

被她老人家的“言传身教”触动过，照样我行我素。

不久前，我家又换了个钟点工，力气大，干活却

十分粗糙，不时会听到厨房里“咣啷当”的巨响。为

此，老妈又多了个“盯人”的任务。我对她说，你请人

干活就是为了解放劳动力，现在盯在人家屁股后面

不是失去“解放”的意义了？谁知老妈不以为然，她

说这个钟点工特别喜欢说话，她是边监督边陪她拉

家常呢。爱听故事是人的天性，特别对一个深居简

出的老人而言，那就让老妈继续“领导”钟点工，有人

陪她说说话也挺好的。

五年前，我生下二宝后，先后请了住家月嫂和育

儿嫂，那时因家中房子不够住，便在同一栋楼里租了

一间两居室。产假结束后我要上班，我妈索性住了过

来，主要是给育儿嫂搭把手，当然，也是起到一个监督

的作用，我们不太放心直接把孩子交给外人单独带。

我预想这个带娃模式起码能撑到二宝上幼儿

园，结果半年都没撑过去。我妈不仅整天在我面前

说育儿嫂各种不专业、不到位：给宝宝冲奶粉，奶粉

没摇匀就喂；给小宝宝拍嗝，没有用空心掌，拍太

重；宝宝衣服洗不干净；尿布换得不够勤快导致娃

有点“红屁股”……“晚上睡觉打呼震天响，还说只

要宝宝有动静，她马上就会醒来，真是胡说八道！”

我妈才和人家相处了不到一周，就跑来跟我诉苦，

“她平时吃饭要吃两碗，吃那么多，活却没干啥，还

每个月能净拿八千块，这钱也太好赚了！”我哭笑不

得，她则转身继续去监督育儿嫂了。

又过了几周，我妈直接和阿姨争了起来。她让

阿姨哄孩子睡觉时把手机收起来，因为手机有辐

射。阿姨回她：“电子产品多少都有辐射，电视机也

有，都不能用了吗？我又不开声音，也没让宝宝看

啊！”当晚，我妈就直接跟我摊牌说，花8000元找个

人来气她，她不干了：“其实，这些活，我也能干，我尽

心尽力，一分钱都不要你给我，那是我的外孙，哪像

外面这些人，拿了钱还不好好照顾我的小心肝！”

我好说歹说，劝了很久，总算又勉强过了一个

多月，实在是处不好，最后只能把育儿嫂辞退了。

从此，我家二宝主要是我妈和我爸带，直到他三

岁多。其间老人确实很辛苦，但他们也很开心，看着

小外孙日日成长，乐在其中。我们后来常带上老人

一起外出吃饭旅游，也把省下的育儿嫂费用的大

部分作为“菜金”给他们，聊表感谢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