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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

“老候鸟”盼交流
子女多陪父母说说话

“子女们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已经很累了，他们不愿
多说话，我们也理解，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多陪我们说说
话。”采访中，不少“老候鸟”表示，忙于工作的子女和自己
之间交流较少，“他们白天忙着上班，晚上忙着照顾孩子、
做家务，难得有时间陪我们聊天。”

还有一些老人表示，从老家来到合肥后特别不适应，自
己人生地不熟的，干什么都拘束。来自淮北的胡阿姨说，自
己的儿媳是芜湖人，“我俩生活习惯差异比较大，刚来时，我
特别不适应，我喜欢吃面食，她习惯吃米饭……”

“女儿、女婿习惯晚睡晚起，可我习惯了早睡早起。”
55 岁的孙阿姨说，自己和女婿在生活观念上有些小冲
突，“比如，剩饭剩菜，我从来都不舍得扔，可女婿总说，剩
饭剩菜不健康。”

对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建议，子女在工作
之余应多与父母交流，多陪他们说说话，了解他们的想法
和心声。子女还应该帮助老人尽快融入新环境，把自己
的父母介绍给周围年龄相仿的老邻居，通过一起买菜、聊
天、串门，形成新的朋友圈。此外，子女还应鼓励老人多
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多培养一些爱好，让他们的生活丰
富多彩起来。

“老候鸟”出现心理问题
子女应和老人共同面对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有些漂在异乡的“老候鸟”还出
现了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我妈以前特别喜欢说话，可
现在话越来越少了。”35岁的梁先生说，母亲不会说普通
话，“在合肥待了几年，也没能结识新朋友，自从孩子上学
后，她闲暇时间多了，总是一个人在家，便感觉十分孤单，
渐渐地就不爱说话了。”

针对“老候鸟”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周金妹建议，子
女应和老人共同面对，共同努力。首先，子女要营造关爱
老人的家庭氛围，家人的亲情，子女的尊重与孝敬是老年
人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心理安慰和全部寄托。子女不能
只重视物质养老，还必须重视精神养老。子女可以鼓励
老年人主动与儿孙沟通和互动，接受子孙的“文化反哺”，
了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此外，子女还应鼓励老人走
出家门，多接触外面的世界，多结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与此同时，老人们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调适能力。孤
独、缺少倾诉对象是老人心理痛苦的主要来源，老人应增强
自我调适能力，学会自我安慰，增强自我独立意识。通过
适当的社会交往丰富自身的老年生活，老人们可以在带孙
之余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来填补心理空缺。

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的子
女多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毕业
后在城市安家立业，老人们随后
也追随着子女的脚步到了城市，
结果在“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
农村”之间，如候鸟般迁徙。因此
这些老人也有了一个群体称谓
——“老候鸟”。近日，市场星报、
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近了这些老
人，并倾听他们的心声，采访中，
大部分老人表示，自己十分适应
这种漂落在异乡的生活，但也有
一些老人感到孤单，甚至出现焦
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记者 马冰璐

去年 10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
人口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中国人口迁移流
动已经进入到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阶
段。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流动老人的数量不断
地增加是大趋势。

研究发现，留守老人的流动、迁移的由头跟
总人口有所不同，比如留守老人流动的原因是为
了照料晚辈的比例达到 43%。尤其是“全面二
孩”政策放开，回到农村的很多老人又再一次回
到了城市。

数据：留守老人流动，43%是为了照料晚辈

60岁的吴大爷和老伴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把家安在了重庆，小儿子则在合肥工作，“两个儿
子都结婚生子了，大孙子5岁了，小孙子3岁了。”
吴大爷说，为了照看两个孙子，他和老伴也过起
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老伴在重庆带大孙子，我在合肥带小孙
子。”吴大爷说，小孙子出生前，他和老伴一起在
重庆带大孙子，“小孙子一出生，我俩只得天各一
方，儿子儿媳工作都特别忙，我们得帮他们减轻
一些负担。”

“老伴每天除了做家务，还得去幼儿园接送

大孙子，有她在，大儿子大儿媳才能安心工作。”
吴大爷说，自己每天的职责便是带好小孙子，“现
在小孙子也上幼儿园了，我也轻松多了，我只要
接送他就行，家务活都是小儿媳做。”

“虽然辛苦，有时也孤单，可儿子、儿媳都十分
孝顺，不仅生活上对我们嘘寒问暖，还经常给我们
买这买那。”他说，过年时，他和老伴便能团聚。

为了方便联系，去年，吴大爷和老伴学会了
发微信和视频聊天，“每天晚上，我俩都会视频聊
天。”他说，自己想念老伴，老伴也想念他，“我俩
天各一方的日子还不知得过到哪年哪月。”

故事1: 老夫妻分居两地，各有思念

为了照看外孙女，3年前，57岁的刘阿姨和老
伴一起来到合肥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外孙女
从出生就是我们俩带，和我们可亲了。”刘阿姨
说，和老伴一起带外孙女，既不辛苦，又其乐融
融，“我俩各有分工，他负责买菜、接送孩子，我负
责洗衣、做饭。”

“除了把外孙女带得白白胖胖的，在合肥这
三年，我俩收获可不小呢。”刘阿姨说，期间，她认
识了不少新朋友，“都是一些帮子女带孩子的同
龄人，大家比较聊得来，如今都成了朋友。”

而老伴则认识了好几位棋友，“他们都喜欢
下象棋，没事就坐在一起切磋一下。”刘阿姨说，
她和老伴一点也不想家，“我俩虽然天天忙忙碌
碌的，但也尽享天伦之乐，开心得很。”

“当初，女儿、女婿让我们来合肥帮忙带孩
子，我和老伴还有些犹豫，担心自己不习惯城市
生活，会想家。”刘阿姨说，如今想想，真是多虑
了，“这三年，我们俩跟着女儿女婿还去了不少地
方旅游呢，长了不少见识，比在老家时视野开阔
多了，真是收获多多。”

故事2：夫妻俩双双进城，守护子孙

“我负责带孙子，老伴负责打工挣钱。”52 岁
的李阿姨笑着说道，她的儿子、儿媳都在合肥工
作，“孩子们要还房贷、车贷，经济压力比较大，我
俩也没有退休工资，不能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李阿姨说，孙女刚满1岁，“1年前，儿子让我
们来合肥帮忙带孙女，当时我俩在浙江打工，于
是赶忙把工作辞了，来到合肥。”她和老伴商量好
了，她负责照顾好孙女，老伴则负责打工挣钱，

“老伴在家附近一个小区当保安，离家近，还挺方
便的，有时候下了班，还能帮我带带孙女。”

“等孙女上小学了，我也去找份工作。”李阿
姨说，她和老伴还想着能多奋斗几年，“如此一
来，儿子、儿媳负担就轻一点。”如今老伴的工资
够他俩日常生活开支，“虽然儿子、儿媳有时也给
我们钱，但我们没要，他们挣钱不容易，还要养孩
子，我们能挣钱，花钱的地方也少。”

故事3：进城打工、带孙子两不误

为子女漂落异乡生活
“老候鸟”心中孤单谁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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