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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下午，阳光温柔地洒进豫
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护士和护
工的悉心照料下，老人们陆续起床
为当天的乐队演出开始做准备。

90后病区护士邹雨倩穿梭
在老人中间，帮老人整理妆容、
检查服装扣子，反复确认老人们
的身体状态。消毒水的气味里，
满是老人们对音乐的执着追求，
以及年轻人带来的蓬勃朝气。

83岁的张爷爷郑重地穿上
笔挺的衬衫，细心地打上领结，
坐在轮椅上专注地调试着指挥
棒。一旁的李奶奶戴着老花镜，
全神贯注地核对乐谱，嘴里还轻
轻哼唱着旋律。

14 时整，演出开始。二胡
的婉转、手风琴的悠扬、口风琴
的清脆交织在一起，每一个音符
都饱含着老人们对音乐的深
情。“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歌声中，仿佛能听见
岁月的沉淀和对生活的热爱。

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病区护士长陈雷告
诉记者，这里居住的大多是高龄
老人，其中不乏脑梗、心梗患者，
还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两年
前，医护人员在与老人们的日常
交流中发现，许多老年患者年轻
时都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而
且，有医学研究证明，音乐有种奇
妙的功能，能帮助老人留住珍贵
的记忆。于是，中心决定组建一
支老年乐队，让老人们有机会重
拾热爱，也帮他们守护记忆。

消息一经传出，老人们兴奋
不已。很快，一支由十多位老人
组成的乐队宣告成立。他们中，
有曾经的音乐教师，有热爱唱歌
的退休职工，还有擅长乐器演奏
的文艺爱好者。

“老年时光乐队”演奏现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当“老年时光乐队”遇上青春守护：

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暖协奏

在上海黄浦区豫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支超“硬核”的老年乐队。这支老年乐队由12人组成，他们
的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最年长者已逾九旬。他们中不乏脑梗、心梗患者，还有人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岁
月在他们脸上刻下深深的纹路，却从未磨灭他们对音乐炽热的爱。

在这群银发“追光者”背后，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默默当起“守护者”，用细致入微的关怀，为这支乐
队注入温暖力量。当白发与青春相遇，一场跨越时光的暖心协奏，就这样奏响了。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如今，“老年时光乐队”成员
已几经更迭，最初十多人组成的
乐队中，只有两位是老面孔。有
的老人因病离世，也陆续有新的
老人加入乐队。“陪伴的时间长
了，除了医患关系，我们更像是
家人。每当有老人离去的时候，
我们都会难受很长一段时间，所
以我们希望尽自己的努力，让这
些老人生活在温暖中，哪一天他
们真的要离去，也尽量不留下遗
憾。”邹雨倩说。

去年年底，一位来自东北的
老爷爷因病在南方住院，在生命
的最后阶段，他有个心愿：希望
能看到老家的一场雪。这位老
爷爷一生都生活在东北，对家乡
的雪景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逐渐变
差，去年冬天在南方因重病住院
后，回家看雪成了遥不可及的奢
望。老人在病床上常常念叨着
家乡的雪，他的子女和医护人员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为了完成老人最后的心愿，

医院的医护团队立即行动起来，
他们借来了能够制造雪花效果
的专业设备，大家开始在病房外
的小花园布置“雪景”。有人负
责悬挂白色的雪花装饰，有人调
试造雪机，还有人收集来仿真的
雪松、雪人道具，将小花园装扮
成了一片梦幻的“雪地”。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医护们
将老爷爷小心翼翼地推到“雪
地”旁。当造雪机启动，洁白的

“雪花”缓缓飘落，落在老爷爷的
肩头、发梢，老人的眼睛瞬间亮了
起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接住一片
片“雪花”，泪水也随之滑落。那
一刻，仿佛时光倒流，他又回到了
记忆中白雪皑皑的故乡。

这场特殊的“雪景”不仅圆
了老人的心愿，也让在场的每一
个人深受感动。护士长陈雷说，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
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到
温暖和慰藉，也希望传递出对生
命的尊重与关爱。”

如今，“老年时光乐队”已成
为豫园的一张文化名片，吸引越
来越多的人关注。它不仅是老
人们实现音乐梦想的舞台，更是
年轻人传递爱心、践行社会责任
的平台。这个小小的乐队，它就
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老人们
的晚年时光，也让温暖与力量一
直延续。

然而，对于这些平均年龄80
多岁的老人来说，重新拿起乐
器、开口唱歌并不容易。

乐队成立初期，重重困难接
踵而至。老人们身体状况各异，
经常有人无法按时参加排练，导
致排练进度缓慢。更关键的是，
缺乏专业的音乐指导成为乐队
发展的一大难题。

就在乐队发展陷入困境时，
音乐人徐博杰和他的伙伴们及
时伸出了援手。长期关注老年
群体公益事业的他，在豫园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场公益演出
活动中偶然了解到“老年时光乐
队”的情况后，主动加入乐队帮
扶工作中。

徐博杰和小伙伴利用休息时
间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老
人们进行专业音乐指导。他们根
据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和音乐基
础，量身定制个性化教学计划。

“和日常乐队的工作是有很
大区别的，比方说为老人们精心
编排的歌曲，每个音符都经过反
复推敲，通过拉长特定音节强化
记忆。”徐博杰告诉记者，为了帮

助记忆力逐渐衰退的老人们更好
地学习演奏和演唱，他们创新采
用了“音乐记忆强化法”。他们将
每首歌曲拆解成一个个音乐片
段，针对老人的特点，反复调整节
奏、旋律和音符时长。在排练经
典老歌《茉莉花》时，特意把主歌
部分的尾音适当拉长，配合手势
引导，帮助老人们形成肌肉记忆。

在这个过程中，邹雨倩等一
群年轻的医护人员始终陪伴在
老人们身边。每次乐队彩排或
者表演前，大家都会逐个看望乐
队的老人，反复确认他们的健康
状况。除了测量血压、询问身体
状况外，如果发现老人情绪不
高，大家就会耐心开导。其间，
只要看到有老人起身，就会立刻
上前搀扶；遇到老人咳嗽或是感
到不适，则会马上递上温水，细
心照顾。他们不仅关注老人们
的身体状况，还主动帮着准备演
出道具、整理服装。“王奶奶，您
的麦克风我再帮您调调音量”

“赵爷爷，一会儿上台您慢慢走，
我扶着您”，大家的话语中满是
关切。

两年前的重阳节那天，豫园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装点得格
外温馨，喜庆的灯笼随风轻摆，

“老年时光乐队首演暨敬老活
动”的横幅鲜艳夺目。舞台下，
坐满了翘首以盼的居民、医护人
员和志愿者，现场气氛热烈而充
满期待。

那是时光乐队第一次正式
对外演出。演出开始前，邹雨倩
在后台比老人们还要紧张。一
旁的她不时凑到老人耳边轻声
提醒注意事项，还不忘竖起大拇
指鼓励：“爷爷奶奶，你们一定
行！”老人们则笑着拍拍她的手，
眼中满是信任与依赖。

当主持人宣布“老年时光乐
队演出正式开始”，聚光灯缓缓
亮起，照在舞台上十二位身着演
出服的老人身上。83岁的张爷
爷作为乐队指挥，颤巍巍却又坚
定地走到舞台中央，手中的指挥
棒微微晃动。随着他有力地挥
动手臂，悠扬的前奏响起，乐队
开始演奏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
国》。一曲终了，现场爆发出如
潮水般的掌声，有人悄悄抹掉眼
角的泪水。

演出结束后，89岁的王爷爷
颤抖着说：“感谢这些孩子们，让
我们在晚年还能实现音乐梦！”
台下的年轻人也红了眼眶，与老

人们紧紧相拥，现场温馨感人的
画面令所有人动容。

之后，“老年时光乐队”的排
练以及演出则不定期举行。随
着时间推移，“老年时光乐队”和
年轻人之间的情谊愈发深厚。
除音乐指导和演出协助外，徐博
杰也会加入邹雨倩他们，陪老人
们聊天、散步，关心他们的生活
和健康状况。老人们也把这群
年轻人当成自己的孙子孙女，分
享生活中的点滴和人生经验。
这种跨越年龄的交流和互动，不
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也
让年轻人从老人们身上学会了
坚韧与乐观。

被音乐唤醒的热爱与珍贵记忆

专业指导和细致照料护航梦想

台上演奏与台下的守护催泪共鸣

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永不落幕

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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