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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保险合肥中支：

重阳节慰问抗战老兵
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华夏保险合肥中支在

全市范围内开启“秋季客服节之重阳行动·抗

战老兵及百岁老人慰问”活动。此次活动由华

夏保险合肥中支联合合肥市民政局、庐阳区民

政局等共同开展。自 10 月 19 日开始，由华夏

保险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室寇爱锋亲自带领慰

问人员分别对合肥市的部分抗战老兵进行了

重阳节慰问。为抗战老兵送去了重阳慰问金

及慰问品。据悉，为持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及

服务品质，华夏保险自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开

展为期3个月的秋季客服节活动。

孙龙 杨维良 记者 邹传科

当你老了，居家还是去养老机构？
专家：建议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相结合

罗爷爷今年已经 90 岁高龄了，

很难相信这样一位老人，非但走路没

有颤颤巍巍，而且打台球依然棒棒

哒，他每天可以连续打上两个小时，

甚至可以连进4球呢！

采访中得知，罗爷爷祖籍在上

海，上世纪50年代，来到安徽省电力

公司工作，直到退休，并在合肥落地

生根。罗爷爷和罗奶奶生有一对儿

女，儿子现在在美国工作，女儿结婚

后随女婿去了上海工作。

子女不能在身边侍奉左右，有个

老伴陪着想必也是好的吧。但在不

久前，罗爷爷痛失老伴，连这个唯一

能时刻说说心里话的人，也不在了。

罗爷爷说，他女儿因为工作和家

庭原因，不能长居合肥，每到节假日

就会从上海回家来探望他，“年轻人

各有各的志愿，我们不能硬拉着他们

留在身边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

离家去工作，我老家是上海的，这么

多年也一直在安徽工作。”罗爷爷说

着便回忆起自己为了工作离家的日

子，这个曾经远离家乡、为生活奋斗

的儿子，如今为人父母后，也成为空

巢老人中的一员。

罗爷爷现在跟他一个朋友的女

儿住在一起，“算是花钱雇的吧，但是

我和那个朋友一家人的关系都非常

好，他们也很照顾我。”罗爷爷话语中

满带感激。“雇人照顾，加上年迈可能

会身体不太好，退休工资够花吗？”面

对记者的询问，罗爷爷说，“钱对我们

这个年龄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健康

的身体和子女的关心，比什么都重

要。儿女的选择我们左右不了，也不

能硬拉着在我们身边照顾，所以人老

了就一定要多运动，你看我们这里经

常来打打球的，身体都非常好。”

故事1：
钱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说，没多大意义

比起独居老人，张爱英看起来要

幸福得多。她今年 63 岁，和丈夫育

有一双儿女。女儿早已远嫁，儿子已

经成家，孙子也读幼儿园了。

三年前，张爱英和丈夫随着儿子

媳妇一起，从亳州农村，来到合肥打

工。“儿子在这里给人家修理空调，生

意还不错，忙的时候挣钱也不少，孩

子他爸跟着打打下手，为人父母，趁

着还能干，不都想多给孩子挣点钱

吗。”张爱英说。她儿媳妇在合肥某

家商场上班，而她，则负责在家料理

家务，洗衣做饭，每天接送孙子上学。

“儿子媳妇人都不错，老实肯干，也都

挺孝顺。可是居家养老，不可能没有

一点矛盾啊。”话说至此，张爱英皱了

皱眉头。顿了顿，又说，“现代社会，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老了，

很多事情理解不了，也管不了那么多

了。”话语中表达出一种无奈。

张爱英坦言，关于领孙子，她曾

和儿媳妇发生过几次不愉快。“带孩

子出去玩，她总是喜欢给孩子买各种

各样的玩具，其实家里玩具已经一大

堆了，不能孩子每次要就给买啊，这

样太浪费了。小孩子长得很快，玩不

了那么多玩具就长大了。你看我们

小时候玩泥巴不也能长这么大吗？

儿媳妇可能觉得我没那么疼孙子，其

实我也是想给他们省点钱啊，老的做

什么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倾诉一番过后，张爱英又说，一

家人相处久了，意见不合那是常有

的事，谁家没有本难念的经呢。“不

过好在儿媳妇也不是记仇的人，有

点不开心隔天就好了。可能真的是

我们年龄大了，人老了，跟不上时代

了吧。他们年轻人跟年轻人更能聊

到一起去。”

故事2：
居家养老，不可能没有一点矛盾

记者见到王桂珍时，她正在一

家养老机构的舞蹈房里跳舞，身穿

红色上衣，姿势标准，手脚伶俐。虽

然跳得满头大汗，但看起来依然清

爽。王桂珍今年 65 岁，来养老机构

近一年了，年轻的工作人员都喊她

“王大姐”。

在跟“王大姐”聊天的过程中，

她一直乐呵呵的，工作人员说，“王

大姐”平日也这样，心态特别好。对

此，“王大姐”解释说，“人啊，开心也

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你开心了

可以把快乐带给别人，大家都高兴，

对身体也好。你不开心，却会把消

极思想传递给别人，为什么不开开

心心呢？”

记者观察到，养老院里老年人很

多，但多是岁数较大的，或者身体有

疾病的，像“王大姐”这样，60 来岁，

身体看上去很健康的却不多。“王大

姐”似是感觉到记者的疑惑，解释说，

“我一开始说要来养老院的时候，家

里孩子都不同意，老伴儿也不愿意

来。他们都问我，孩子也还算孝顺，

我为什么坚持要来养老院？最后却

都被我说服了。”

原来，在“王大姐”看来，到养老

院对孩子和老两口来说，都是最佳选

择。“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孩子嘛？你

看着好像很健康，可是人到60多岁，

哪能不有点病？我患有高血压、心脏

病，老伴儿有点老年痴呆，平时我们

俩有一个生病了，我背不动他，他也

背不动我，孩子们都得请假回来照

顾。”“王大姐”有两个女儿，一个在

合肥工作，一个在上海工作，并且都

已成家。“她们家里也有孩子和公婆，

也需要照顾，我们来养老院一方面是

为了给孩子减轻负担，另一方面也是

保证我们自己的身心平安，毕竟孩子

不能时时在身边，身体上有点不舒服

也不想麻烦她们。”“王大姐”说。

“王大姐”和老伴一起住在养老

院，每天早上起来做一会保健操，饭

后自由娱乐时间，“王大姐”会和佘

奶奶一起跳跳舞，她最爱的是“回春

操”，“经常做做就越活越年轻了，我

天天都做。”“王大姐”告诉记者，经

常会有一些同龄朋友打电话问她在

养老院闷不闷，想带她出去玩玩，

“其实我在这忙着呢，每天跳跳舞、

聊聊天、看看电视，充实得很。在这

里有一群同龄人，有共同话题，能够

聊得来。”

故事3：
有女儿女婿，我为什么要来养老院？

随着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如何养老成为亟

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众多老人和子女关心

的话题。那么老人是该独居或与子女同住还

是去养老机构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安徽省社会心理学会

会长、安徽省社会学会副会长范和生教授。

范和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从中国现在老

龄化加剧的情况来看，多种养老方式并举是比

较合适的，但是从未来发展角度看，机构养老

应该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养老方式。“过去 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的各种养老问

题，对于独生子女家庭，如果让他们去养老、照

顾老人，目前情况下恐怕是不太现实的，家庭

养老现在比较困难。传统的家庭养老，是多子

女养老，轮番照顾，子女能够忙得过来。相对

而言，传统的老人各种需求也较弱。现在随着

社会发展，老人的需求也很多元，他们对医疗、

娱乐多方面都有需求，从独生子女家庭看，家

庭养老无法满足老人的一些需求。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觉得机构养老包括医养结合、娱乐

和养老结合，就会表现得比较有优势。因此从

未来发展来说，机构养老可能会占主体。”

同时，范和生也坦言，近十年来，对机构养

老的准备不足，养老机构很少，公立机构就更

少了，主要是一些私立机构。且养老对象主要

是五保老人，面对普通老人的机构，少之又

少。“所以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尽快地把养老

机构建立起来，尽快地培养一些养老机构服务

人员，这在目前也是非常紧迫的。”

□记者 于彩丽
专家：
机构养老是趋势
多种方式养老目前较合适

日前，合肥老年产业协会发布一组数据，2014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安徽省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总数已达
1030.9万，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7%。据合肥市民政局2014年统计，合肥60岁以上老年人口118.05万，占总人口
的16.62%。而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的称为老龄化社会，这也意味着我省及合肥
市，都已进入老龄化阶段。

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如何养老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近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访了不同养老
方式的老人，并倾听他们的养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