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有太多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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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发帖

帮 忙 寻 找 95 年
前老照片拍摄地

发帖的网友叫陈铭，
在重庆一家旅游公司做
入境旅游业务。陈铭说，
Issac Harris是他的美国
客人，打算近期来中国旅
游，所以在线上咨询他线
路等事宜。

7 月 3 日 ，Issac
Harris 给陈铭发来一条
信息，问他是否熟悉内
江，说他有一张1930年
家里祖辈在内江铺设马
路时的老照片，想知道照
片里的建筑是不是还矗
立在内江。

接到求助后，陈铭当
天就把这张老照片和
Issac Harris的短信截图
发在了社交平台上，寻求
网友帮助。

记者注意到，这张老
照片里，有几十个不同年
龄段的人站在一栋名为

“典狱署”的建筑前合影，
中间有两名外国人。照
片上方有两行字，第一行
字写着：“美孚行大建筑家
花路顿赫礼士赠铺……
四川省内江县”，第二行
字迹稍显模糊，隐约写着

“南街柏油马路道面摄影
纪念”。

帖子发布后，引发大
量网友关注，纷纷在评论
区发表自己的看法。有
网友晒出了一张1941年
内江城区手绘地图，称老
照片地点在内江市市中
区人民政府（手绘地图中
的内江县政府）和水巷子
（今运输巷）之间；也有网
友猜测，“典狱署”应在现
在的钟鼓楼附近。还有
内江本地网友留言称：

“如果这位朋友来，我可
以带他去逛一逛。”

专家初步推测

美国友人援建的
或是中央路

7月 8日上午，内江
市市中区地方志研究室
主任翁得志告诉记者，照
片里有“南街”字样，而南
街就是中央路的前身。

“典狱署”是过去负责监
狱管理的官方机构名称，
根据《内江县志》记载，清
代内江的监狱设置在县
衙外，而县衙正好在南街
北端。

根据上述两点，翁得
志初步判断，老照片拍摄
的地方就在内江市市中
区人民政府内。

至于美国人 Issac
Harris提到的修路历史，
市中区地方志研究室的
同志还没有查阅到相关
史料。不过，《甜城记忆·
山水城池》（内江市市中
区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
中有一篇文章提到，1928
年，四川开始修筑成渝公
路，线路穿城而过。1930
年，内江以“济公益而利
交通”为由，拆除了大、小
东门，这两道城门都距离
市中区人民政府不远。
因此，翁得志推测，市中
区人民政府门口的中央
路，或许就是美国友人
参与援建的柏油马路。

这几天，陈铭一边提
醒 Issac Harris 查看社
交平台上的留言，一边将
收集到的信息反馈给
他。看到这么多网友关
注，Issac Harris对陈铭
说：“真的太棒了，每个人
都如此乐于助人、善良，
再次感谢！期待抵达重
庆，了解你们的城市，对
内江也满怀期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黄晓庆

“爷爷，要玩毽子吗？”7月3
日上午10点左右，杨熙拿着毽子
向身边的爷爷发出邀请。照顾老
人吃饭起居、适度运动，是杨熙每
天的工作。

同为“00后”的杨熙刚刚从四
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学
习的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
业。今年专升本考试通过后，他即
将去往乐山师范学院社会专业学
习。这个暑假，他决定在实践中深
入认识这个专业，于是来到成都一
家养老院实习，从护理岗位做起。

“和老人待在一起，每天有太
多有意思的事了。”几天相处下来，
杨熙对这份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比如，和老人一起拍毽子，如
果遇上身体硬朗的，挥拍几十下不
成问题，能把他累得气喘吁吁。

“老人们虽说年纪比我们大，
但精神面貌并不差，每天都朝气
蓬勃的。”杨熙说，从老人们的表
达和行动中，他看到了这份工作
的意义和价值。未来，他计划在
养老服务领域长期深耕，后续实
习也会转到社会工作相关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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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玉颖的实
习日志里，记录着
一个暖心故事，其
中有一句话：李奶
奶应该是把我认成
她的孙女了。

黄玉颖是西华
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的大二学生，这个
暑假，她来到成都
一家养老院实习。
她 记 录 的 暖 心 故
事，是养老院的李
奶奶执意要把糕点
塞给她吃，“平时吃
东西她都会叫我去
吃，我说不吃，她还
不高兴了。”

这位“00后”大
学生，代表的正是
越来越多走进养老
机构的年轻人。随
着我国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深，养老行
业正迎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养老
服务相关专业就业
情况如何？养老机
构能否真正留住年
轻人？近日，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探访了部分养
老机构。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秦
怡 柴枫桔 实习生
周奕霖 摄影报道

“养老服务专业早就不是给
老人喂饭、洗漱等内容了。”杨熙
说，暑假实习结束后，他将前往乐
山师范学院开启本科生涯。他的
目标很明确，想把专业管理知识
带入养老行业。

如杨熙一般选择进入养老
服务领域的“00 后”正在增多。
随着养老产业向专业化、精细化
发展，社工、康复治疗、健康管理
等岗位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记者了解到，杨熙和
黄玉颖所在的养老院共有48个
职工，其中“00后”就有26人，大
多学习的是养老服务相关专
业。“近期，还会再到岗 9位‘00
后’。”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岗前
都会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让年
轻人以更专业的状态进行工作。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到，鼓
励高校自主培养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相关领域的高水平人才，加
大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引才用
人力度，为智慧健康养老、老龄科
研、适老化产品研发制造等领域
培养引进和储备专业人才。

“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
乐山师范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苏祥表示，当前的养老服务
专业在就业市场是“香饽饽”。数
据显示，目前养老服务行业的人才
缺口有900万，而本科毕业生不足
1万人，“就业是非常容易的。”

年轻人与养老机构的“双向
选择”，正在重塑养老行业的面
貌。养老院里的“00后”，正在为
行业带来新的活力。

“课本上的老年社会工作理
论，在实际操作中完全不够用。”
黄玉颖的实习过程，经历过一段
心态的变化。

日常工作中，她主要负责带
老人进行活动，做操、散步、绘画
和唱歌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工
作，其实都需要专业技巧。起初，
因为和老人不熟悉，黄玉颖吃过
不少闭门羹，有的老人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不高，有的老人脾气不
好难以沟通……一段时间，她曾
怀疑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份职业。

“经过一个月实习，我渐渐找
到了一些交流的方法，发现他们
其实都很可爱。”黄玉颖告诉记
者，和老人们相处下来，她收获了
很多温暖的瞬间。比如，李奶奶
想与她分享食物，尽管她会推辞，
但过程仍然很感动。

日复一日的相处中，黄玉颖
发现了这份工作的独特价值：通
过手工活动，平常沉默寡言的老
人会不自觉地微笑，还会主动与
她聊起年轻时的往事。黄玉颖觉
得，她收获了“被需要”的满足感。

杨熙陪老人一起玩毽子。

老人们做的手工作品。

老人们的书法作品。

一张老照片
牵出95年前的缘分

美国友人寻找祖辈在内江的修路足迹

7月3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张集
体合影的黑白老照片，询问“有四川内江的朋
友能认出这张照片的地点吗？”一时间，这张老
照片引发不少网友围观和评论。

原来，这张“近百年老照片”来自美国人
Issac Harris，他称家里的长辈1930年曾经到
内江援助铺设马路，他想来中国旅游，想知道
照片所在的地方还在不在。

7月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内
江市市中区地方志研究室了解到，初步判断照
片拍摄地在内江市中区人民政府内。

得知这么多热心人帮忙寻找，Issac Harris
表示，他对内江满怀期待。

美国友人珍藏的老照片。图据受访者

收获“被需要”的满足感

有养老院“00后”占比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