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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特别传统。他们成家
之后共同赡养我的祖母，直到她
93 岁无疾而终。所以他们对于居
家养老的选择是必然的、中意的、
坚定的。

居家养老，关乎老人意愿。父
亲在我未成家时和我开玩笑说过：

“儿子，我要老了、糊涂了，你可
千万别把我送敬老院去啊！”几十
年耳濡目染，这句玩笑对我而言，
如同使命一样越发刻骨铭心：父母
意愿务必遵从。

居家养老，关乎孝道传承。老
人千辛万苦养儿育女，老来换得儿
女养而不敬都是天理难容，何况不
养？养又不能居家，那也多是物质
之养而让老人匮乏精神之乐，并非
传统孝道。

居家养老，关乎现实状况。人
口老龄化加剧、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是现实状况，家庭养老功能减弱也
是现实状况，做好居家养老，既能
增强家庭养老功能，又能为完善社
会养老机制争取更多时间。

父母居家养老，一晃十余年
了。起初 10 年，父母身体还算康
健，各忙各的，父亲每天学摄影、
练书法、写文章；母亲每天理家
务、逛市场、下厨房。我们姐弟把
那 10 年定义为养老的第一阶段。
现在处于第二阶段初期，父母均已
年逾七旬，身体相继出现问题，父
亲有些小脑萎缩，母亲心脏常有不
适。父母每天都不分离，早晚一起
走步、做操锻炼身体，一日两餐控
制饮食，其余时间多数居家休息。
至于第三阶段，便是大部分时间要
用来求医问药和康复治疗。为了父
母的生活质量，我们只能祈求它不
要过早到来。

我们姐弟 4 人，养老尽心竭
力。确保老人身体状况平稳最为紧
要，定期全面检、不适随时检，小
病县城断、大病省城看，常用药物
备满、遵照医嘱增减。至于衣食住
行可谓无微不至，换季添上新衣、
果蔬配上新米，房中不缺用物、迎
送出入电梯。日常陪伴，我们也是
有原则的：离得近的下班能到家的
到家，离得远的周末能回家的回
家，下班没能到家的或是周末没能
回家的也都会视频聊天，年节假日
多数时候都会是一大家子人，其乐
融融。

天下父母，不想在天伦之乐
中居家养老者有几？若有，那可
能只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无论
是久病床前，抑或是风烛残年，
纵使粗茶淡饭，我也会让父母居
家养老。

我奶奶今年 90 岁了，除了腿
脚不太好、走路不是很方便外，日
常生活还能自理。

爷爷奶奶生育了三儿一女，我
是孙女。我从小由奶奶带大，对奶
奶感情很深。两年前，我从国外读
书归来后，在奶奶家住了近半年。

多年来，家人和奶奶之间有默
契，在奶奶生活还能自理的情况
下，为她选择了居家养老模式：

一是家人来去自由。平时，爸
爸每周六陪伴奶奶；叔叔每周两到
三次看望奶奶；姑姑、姑父和奶奶住
在一个院里，每天送三餐以及牛奶、
水果。如果住养老院，特别是这两
年受疫情影响，家人探访有时连院
门都不能进，就会有许多不便。

二是老人进出自由。奶奶有个
习惯，天气好时，每天下午都要去社
区公园走走，会会老同事、老邻居，
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好几次我陪
奶奶散步，都会有不少人跟奶奶打
招呼，奶奶会很自豪地说：“这是我
孙女，刚从国外读了博士回来。”

三是饮食自由。奶奶有时会想
起年轻时吃过的东西，比如大饼、
油条、麻花等。只要她有念想，我
们随时买给她吃。根据奶奶的需
求，姑姑和姑父及时调整一日三餐
的荤素搭配，做到营养可口。尤其
是用餐时间可自己掌控，下午和晚
间还可以加点水果、糕点。

四是起居自由。通常讲，老人
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却不这么认

为，她还是喜欢顺其自然。平时，
她睡到自然醒，时间还早的话，她
会躺着养神。午饭后，她会在房间
里散步半小时左右，然后躺下休
息。晚上，她坚持收看新闻，爸爸
陪伴时，还会跟爸爸讨论一下国内
外大事。遇到爱看的越剧或者电视
连续剧，也会像年轻人一样追剧。

五是电话自由。奶奶有好多亲
戚、同事、老邻居，年龄大了，腿
脚不便，电话成为她最好的交往方
式。每次看奶奶打电话，都有讲不
完的话，喜气洋洋的。我们觉得，
老人居家养老优点多，一旦生活不
能自理了，下一辈年纪也大了，再
去养老机构也不迟。

微 宇整理

我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
妇女，今年 92 岁了，身体挺硬
朗。前些年老父亲辞世后，母亲仍
继续生活在农村老家，过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母亲性格开朗、乐观，是个闲
不住的人。每早天刚亮，她就起
床，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
是街坊邻里开门最早的一户。

去年初，我母亲在家做饭时，
不慎被烫伤。进城治疗后，在我家
恢复了半年多。我和爱人商量，借
机让她搬到城里。但母亲身体痊愈
后，坚持要回老家，再怎么挽留都
拦不住。她常说：“金窝银窝，不
如自己的‘土窝’，城里再好，我
也待不惯。”

母亲愁眉不展，儿女只好放弃
自己的想法，把她送回了老家。我
知道，那里有她的乡亲和熟人，可
以聊天唠家常。平时，她喜欢和邻
居大娘们聚聚，玩玩纸牌、看看电
视、听听秦腔、做做针线、补补衣
服；后院小菜园里，种着南瓜、辣
子、韭菜，母亲自己施肥、除草、
浇水，每到丰收季果实累累，她还
叮嘱我多带些回城里……

我大哥在农村生活，见了我
说：“不让咱妈干活，她就是不
听。”我笑了笑：“只要老娘高兴，
就随她意吧。”我哥俩商量，母亲
的日常生活由大哥操心照看，生活
费用等主要由我承担。每逢周末，
我和爱人带上孩子们，尽量回家探

望一次，有时也小住几天，帮母亲
收拾下小菜园、翻翻地。每年母亲
过生日，我们请来至亲，为她贺
寿、祝福，传承家风。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母亲
年过九旬、身体健康，是儿女最大
的福分。其实，我和爱人也已过了
耳顺之龄，自身的养老，也提上日
程。如今“上有老，下有小”，我
们也选择居家养老，既能尽孝尽
责、照顾老娘，也能协助儿女、抚
育孙辈。能发挥些余热，我俩很开
心。当然我们也期待今后有机会旅
居养老，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毕
竟人生虽已过大半，还是期待更多
精彩呀。

本报记者 高 炳整理

“快来吧，今晚做羊肉汤。”接
到电话，我赶忙出发，前往妈妈的
新家。

5年前，年近六十的妈妈正式
开始了自己的居家养老生活，不
过并非在我们家。19 岁那年，我
爸爸去世，妈妈一人把家撑了起
来。后来我独身前往广东打拼，
尽管事业逐渐有了起色，但每想
到留守乐山的妈妈依旧孤独，总
不免心中担忧。

在一次同学会上，妈妈遇到了
自己初中时的老师，这位叔叔的老
伴也已离世。少年时的倾慕加上老
年时的怀旧，妈妈与叔叔成了好朋
友。相处一段时间后，二老组建了
新的家庭。

妈妈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年轻
时的我从未考虑过，现在有了答
案。叔叔爱弹琴，妈妈爱唱歌，楼

道里总是回响着他们欢快的乐声；
阳光好的时候，他们会在小区里跟
朋友们喝茶聊天，或者索性凑一桌
麻将，一直战到天黑。赶上工作闲
暇，我时常带着二老外出旅游，不
仅把四川周围的好去处转了个遍，
还去过海南、云南、泰国……操劳
大半生后，妈妈终于体会到了安
稳、惬意的感觉。

事实上，并非所有子女都能接
受老人在晚年重组家庭。妈妈决定
搬出去时，我年幼的儿子一直哭
闹：“我不要外婆离开我！”我对儿
子说：“外婆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一
辈子，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叔叔那边也有一对儿女，想必也经
历过好一番思想斗争。如今逢年过
节，两边的家人聚在一起和和美
美，这无疑是对老人的理解与尊重
结出的善果。

作为子女，我们应当让老人
“放下心”“放开心”地走进养老生
活。“放下心”是我们自己事业顺
利、小家幸福，自己的生活富足安
定，既能为养老提供坚实的物质保
障，也让老人不再为我们担忧；

“放开心”则是充分尊重老人对养
老方式的选择，像他们当年支持我
们的梦想一样。

近几年康养、旅居养老流行起
来。我征求妈妈的意见，她说愿意
尝试新事物，但有一条原则：给她
留一点自己的空间。我想这也是不
少老人的心声。

从我家到妈妈的新家，只隔了
几条街道。我从小到大的记忆里，
妈妈从没离开过家。人到老年，我
们之间第一次有了距离，我觉得这
距离刚刚好。

本报记者 李凯旋整理

我家两边的老人目前采取的是
居家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是最传统
的养老方式，从某种层面上说，采
取这种方式是遵从了习俗。从经济
方面来说，两家的老人都是退休干
部，不存在需要子女在经济上供养
的问题，他们的退休工资足以维持
日常开销。

可是现代社会养老并不仅仅是
物质上的“养活”，老人们除了身
体上需要照料，精神上更需要抚
慰。居家养老在这方面的优势是非
常明显的。

当然，居家养老不是说宅在家
里，盼星盼月盼儿归，而是充分享
受居家的自由，喜欢宅的，就在家

里看看报、上上网。孩子们回来，
就一起张罗晚餐，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谈天说地，惬意和天伦兼得；
喜欢玩的，或走亲访友、或结伴旅
游，享受老友团聚的欢愉。信息社
会也提供了方便，每家都有个微
信 群 ， 虽 身 不 能 至 却 可 亲 密 无
间，有了网络社交平台，居家也可
以不孤独。

我们夫妻虽然与老人们不在同
一个城市，但我们不是独生子女，
都有兄弟姐妹在老人身边，平常对
老人们的健康起居，他们也会多加
照看。但也因此添了一份牵挂，给
老人们多了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

老人们根据季节去在外地工作

的子女家住一两个月。这样的日
子，对于我们这样忙碌的上班族来
说就是节日。每天下班吃着现成可
口的晚餐，听他们讲曾经的岁月，
讲些属于家庭的、包含着感情的历
史；他们也听我们讲身边的趣闻，
谈谈小事，聊聊大事，就是幸福的
家的味道。

我们也会想方设法给他们派些
缝缝补补的小活，让他们得意的手
艺有炫耀的机会。我们发自内心的
欣赏和赞美，也是对家庭温暖的
滋养。

我们相信，因为具有这份独特
的精神营养，居家养老仍将是老年
生活的首选。

我今年 68 岁了，说到养老，
一点儿都不发愁！2019 年，我拎
着包搬进了海棠别院，房里锅碗瓢
盆齐全，个人不用出一分钱。

海棠别院是由政府投资兴建的
抱团式养老中心，镇上 60 岁以上
老年人按照提出申请的顺序入住。

在这里，一个院子可以住5户
老人，都是以前认识的邻居。不仅
能互相串门聊天解闷，有事了还能
互相照应。小院周围还有一片空
地，我们几个老人一起种了些时令
蔬菜和花花草草。

平时，我们自己想做饭就做，不
想做就去院里的食堂吃。想看病，镇
上的医院就在海棠别院大门口，只

需要一个电话，医生就能上门问诊。
我的老伴儿去世了，孩子们也

都因为工作不在我身边。自从搬到
海棠别院后，生活一下子变得热闹
起来，我也越来越开心。以前一个人
总觉得孤独，每天数着日子过。现在
到好姐妹家串个门，一起修理花草，
一天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孩子们
看到我的生活状态后，也放心得很。

说到这里，你肯定纳闷：啥都
免费，海棠别院的收入从哪儿来？

和我一样入住海棠别院的村
民，把自家的 2 亩宅基地 20 年的使
用权流转给村集体，由村集体招商
引资，在原宅基地上按政府的统一
规划进行改造与新建，建成的民宿

对外经营。流转了宅基地使用权的
村民每年还可获得两万元的流转收
入，流转收入每过 5年上浮 10%。20
年流转期满后，宅基地上的所有设
施连同宅基地一起无偿归还村民。

如今，我除了有流转收入，每
月还能拿到养老、“四老人员”等
各种补贴 1000 多元，年底还有一
些村集体的分红，我每年的收入大
概是五六万元。

这种抱团养老方式让我的老年
生活更方便更有品质。现在，我不
仅不需要孩子们给我养老，反而能
时不时地给孙子们零花钱。这种感
觉真是踏实又幸福！

阿尔达克 李 伟整理

居家养老 享受自由
■ 周 立 上海 社会工作者

居家养老 享受自由
■ 周 立 上海 社会工作者

金窝银窝 不如“土窝”
■ 杜碧顺 陕西西安 退休干部

人到老年 自有空间
■ 梁嘉琪 四川乐山 金融投资人

健康起居 滋养温暖
■ 侯 昕 广州 医院会计

健康起居 滋养温暖
■ 侯 昕 广州 医院会计

孝道传承 天伦之乐
■ 陈青松 吉林长春 公务员

抱团养老 踏实幸福
■ 旁开·本不来 新疆克拉玛依 哈克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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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近年来，异地养老模式逐
渐被接受，吕伟业和老伴儿在北京工作
生活了数十年后，选择在河北燕郊的一
家养老机构安享晚年。图为吕伟业

（左）和老伴儿在健康养护中心散步。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图②：江西省宜春市老年护理院
医护人员在协助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图③：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东

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医生在为
老人进行身体健康检测。

解 琛摄 （人民视觉）
图④：在天津市静海区大型养老

社区康宁津园的居家式老年公寓，配有
医院、护理院、中央厨房、文化娱乐健身
中心等设施。图为老人在康宁津园内
练习舞蹈。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我家银发族养老记我家银发族养老记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

老既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随着社
会分工多元化，养老模式也呈现多元化，
每个家庭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
养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