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南村《任氏家乘》中记收了一篇文章，光绪三
十二年六月，孝义众绅士，向山西省巡抚申请筹办学
堂，以冯济川、李元晋两位举人牵头，三十位士绅联
名上表，其中有附生李瀛洲，知其人为大孝堡人，但
不知其为谁，李氏族人李景耀开始寻找此人的生平
线索。

《李氏族谱》记载，民国初年，李元晋牵头，大孝
堡、文明、长兴三村合办高级小学一所，由学董管
理。大孝堡为李瀛洲，长兴为侯廷桂，文明是张子
诚，说明李瀛洲不仅功名在身，而且社会地位及社会
影响也不小，对教育事业有贡献。访问村中好多老
人也不知道此人是谁。“民国”九年，大孝堡李氏创修
祠堂碑记石刻记载，十七世讳培根，名坦，名真晋，名
元晋，名瀛洲，名宪章，名兆兰。说明李瀛洲为李氏

十七世人，根据碑刻排名说明，培根刻石时斯人已故
去，瀛洲排名于元晋后，宪章前，说明此人年龄介于二
者之间。因为石碑为家族刻制，应该按年龄排序，此人
应该生于 1870年前后，年龄在距今 150岁左右，但仍无
法推断是谁。创修祠堂碑记有捐资人名单，共计 160
人，李瀛洲应该有别名或其它名字刻于碑阴。逐人逐
户核对，尤其是十七世人，细细推敲，谁可能是此人。
奈旧时记叙或名，或字，或小名，多次核对尚有二十余
人无果，天意弄人，难道真无法确认此人身份吗？

冬至当日，回村祭祖，取回了“民国”二十四年编修
的老家谱，细细寻找。幸赖先人有记述，一笔小楷批
注，综祖考名李瀛洲，考名即旧时文人科考用名，李瀛
洲科举功名为附生，一切皆稳合。查其谱，古人也无详
解。但村中流传着该家族的善举，李瀛洲家族又叫克
明堂，家道盈实，居于大孝堡西堡墙下，豪宅大院，场院
一体。此地属古村落所在，年代久远，应与郑兴故居相
距不远，为明清时代，前后街之要地，李瀛洲先祖为使
村人出入方便，将大院与场院分开而建，为村人留出一
条通行走路，较之霍尚书六尺巷的品格也毫不逊色。
先人高风亮节，后人热心公益，家门德性，传承有序。
百般寻找终有果，青史留名盖当值，幸之。

其实，六尺巷的典故带给我们更多的正是出于对
我们后人精神上的一个体会、净化。“六尺巷”在中国传
统文化里也许是被“和”字哲学充盈得最宽阔的街巷之
一了。它的“宽”不是宽在“六尺”上，而是“宽”在人们
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精神上。

一所公寓，一名院长，一群老
人，一些护理人员，在交口南山美丽邂

逅，打造了一处“让老人满意，让家属放
心”的康养环境，践行了一个“为老人造福、
替子女尽孝”的服务宗旨，演绎了一场尊老、
敬老、爱老的实景剧，彰显了一种“关心今

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
的人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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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的口碑及养老服务的
品 质 ，离 不 开 一 个 优 秀 的 养 老 院
长。10 年来，蒋骁君院长把敬老的
付出汇聚成延绵不断的力量，默默
地为老人们去付出。他没有豪言壮
语，也没有惊人业绩，但他对孝道超
越血缘的那份坚守与传承，像沙砾
般细碎柔情，也像一剂社会道德的
良药润心，用最朴素的力量，撑起敬
老的大爱。

骁君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
的。他办老年公寓，不仅局限于盖一
座公寓楼，他更注重对老人生活细节
的照顾：逢年过节，他陪着老人一起
观看娱乐节目和参加康养活动；老人
过生日，他忙里偷闲和全院老人及家
人一起庆祝；外出出差或学习，每次
回来总携带一些东西去看望老人；老
人生病，他像个儿子一样陪护老人身边开导安
慰；入冬时节，反复叮咛护理员提前把扶手、门
把、马桶盖粘好胶布，做好安全防护。这细致入
微的关爱，就像夏日甘甜的清泉浸润着老人们的
心。提起骁君院长，老人们总是动情地说：“公寓
就是我们的家，骁君就是我们的亲人。”

总结蒋骁君院长的敬老情怀，即源自于一
个目标的确定、一份信念的追求、一种美德的延
续和一种价值的沉淀。以养老公寓为载体，他
让更多老年人安享幸福、健康、快乐的晚年，让
更多儿女为老人安心、放心，从创建老年公寓

“小目标”出发，坚守敬老之初心，一步步从亦苦
亦甜中蹒跚走来，使老年公寓日益发展壮大，印
证他的心语：我喜欢那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他们
丰富的阅历，让我感到生活的艰辛和生命的顽
强；我喜爱那些乐观向上的老人，他们笑对夕阳
的时候，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灿烂与无限的激
情；我热爱那些面目慈祥的老人，他们和蔼的微
笑与亲切的问候，让我想起疼爱我的爷爷奶奶
以及曾经关心和爱护过我的很多亲人。我有年
轻的岁月和无限的热情，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带
您进入一个颐养天年的快乐家园。

大孝堡“克明堂”，清中期已是
大户人家，在村西堡墙内有大宅一
座，场院一体，场西宅东。“克明堂”
大院地处后街与老村之间，属古村
落所在，与郑兴故居相距不远，村人
前后须绕行，李氏族人为方便村人
走路，把场院与老宅分开，从而南北
街中段留出了一条走路，“克明堂”

后裔李瀛洲光绪三十二年参与冯济
川、李元晋牵头的向山西省巡抚申
请筹办学堂，民国初年，与长兴侯廷
桂，文明张子诚任大孝堡高级小学
学董，民国初年李氏兴建祠堂的主
要参与者，“克明堂”先祖舍地留路，
先人高风亮节，后人热心公益，家门
德行传承有序。

老
年
公
寓
撑
起
敬
老
大
爱

□
解
德
辉

“六尺巷”与李瀛洲

万寿山老年公寓，位于交口县
城南山公园西侧，坐落于半山腰，背
依南山，面城而居，翠绿葱郁，清静
幽雅，是老年人颐养天年、修身养性
的好去处。

万寿山老年公寓，于 2005年起
步，2008年盖楼，2010年投运，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近 10 年的苦心经

营。起初，仅有老式窑洞
10 间，楼房 1 处，约 2000
平 方 米 ，80 余 张 床 位 。

如今，已建设成为一座占地面积 10
多亩，建筑面积达 5000多平方米大
型养老公寓。

医务室、康复室、多功能活动
室、多功能会议室及各种健身康复
器材一应俱全，医用电梯、无障碍设
施和部分消防设施均按标准化配
建 ，并 配 有 老 年 自 助 餐 和 集 中 供

餐。同时还开办老年自助乐园，种
植、养殖、手工艺、健身劳动等，极大
地方便了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和精神
需求。

近 10年来，万寿山老年公寓已
累计护理 428 位老人，为交口县乃
至周边县需供养的老人提供了优雅
的环境、优质的生活服务，赢得了入
住老人和家属们的高度信赖，得到
交口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充
分肯定。

清静幽雅的老年公寓

何为“万寿山”，顾名思义，即
公寓位于松柏成林、翠绿葱郁、鸟
语 花 香 、环 境 幽 雅 的 南 山 公 园 旁
边，寓意到此康养康复的老人们都
能健康长寿。

走进老年公寓，一幅赫然醒目
的“ 尊 老 为 德 、敬 老 为 善 、爱 老 为
美、助老为乐”墙标，吸引人驻足品
读，虽仅有 4 句话 16 个字，但蕴含
了 一 种“ 以 孝 为 先 ”的 大 美 情 怀 。
穿梭于各楼层间，或走近老人房间
嘘寒问暖，或走进康养房观看服务
设施，或走进餐厅体验就餐环境，
或走进棋牌间观看老人娱乐，这里
的每一处都显得那么优雅别致，整
洁优美的环境，摆放有序的陈设，
清 醒 亮 丽 的 楼 道 ，生 机 怏 然 的 花
卉，窗明几净的环境，总能给人一
种温馨舒适的观感。其中有两幅
入心标语：“人生都有夕阳红，尊老
敬老树新风”“关心今天的老人，就
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品读感怀，
发人深思。

蒋骁君院长把一份感恩的心化
为实际行动，以小爱托起大爱，情有
独钟地敬老爱老，实属难能可贵。
一个高大魁梧、英俊潇洒的中年人，
为何早在 10 多年前就倾情关注老
年人群体，精心打造老年公寓机构，
其情有独钟之初心何在？

今年 47 岁的蒋骁君是一个精
明强干的私营企业家。2010年，36
岁的他淘得第一桶金，却义无反顾
地全部投入创办老年公寓。

骁君从小和爷爷、奶奶的关系
处得特别好。2008 年，爷爷、奶奶
因年老体弱都有了病，时常需要有
人陪护，骁君的父母和叔叔婶婶虽
对老人很孝顺，但因各自工作的关
系，都无法把老人接到家里去赡养，
加之老人们也不愿意跟到城里去生
活。一家人商量后，计划雇个保姆
照料，可是爷爷、奶奶好歹不乐意，
究其原因，老人们怕花钱。接着又
计划送老人到养老院，但发现仅有
的那家养老院，环境很差，也不忍心

送老人去那里。一次给老人洗脚
时，骁君发现他们久未洗脚，脚上都
裂开了口，用手一摸就脱落一层灰
皮。触景生情，骁君由爷爷奶奶联
想到交口更多老人需要更好的陪
护，萌发了创办老年公寓初心。

怀着一颗对养老事业热爱的
初心，蒋骁君带着摸着石头过河的
心态，他四处奔波，外出培训学习、
考察取经，虽说吃了不少苦，但无
怨无悔。10年来，他把大好青春时
光 和 全 部 精 力 投 身 养 老 事 业 中 。
坚持以“帮子女尽孝、给父母解难、
为政府分忧”为理念，秉承以“为老
人造福、替子女尽孝”为宗旨，恪守
以“帮天下儿女尽孝、替世上父母
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构建和谱
社会”为使命，通过走出去与同行
业机构交流学习、实践探索，以人
为本，服务至上，标准化操作，精细

创办老年公寓初心：更好的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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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尺巷又名仁义巷，孝
义有这样的说法，明朝嘉靖
兵部尚书霍冀一封“千里修
书 只 为 墙 ，让 他 三 尺 又 何
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
当年秦始皇”的家书，留下
了孝义“仁义巷”的古迹，也
成就了他的一世美名。

安徽桐城也有这样的
说法，而且比孝义的更有名
气，更被人承认。大学士张
英的府第与吴姓相邻，因吴
家盖房的占地问题和张家
闹起了事情，因为两家都是
名 门 望 族 ，县 官 不 敢 偏 袒
谁，一时难下定夺。张家人

想到张英在朝廷的地位，想
让张英出面解决，就这样一
封家书就传到了张英手里，
张英看后抚须大笑，提笔一
首闻名的打油诗就产生了：
一张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
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
诗，立即拆让三尺，吴姓深
为感动，也连让出三尺。于
是，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
巷道。

人们不知道的是，孝义
大孝堡，也有一条六尺巷，
不是与邻人纠纷，而是主动
为村人方便。

孝义大孝堡村：

一条没有争议的一条没有争议的““六尺巷六尺巷””
□ 王爱琴

寻找李瀛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