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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在左，乡愁在右

老漂族：更多的是对子女的牵挂

“生了孩子谁来带啊？”“我妈
妈来带啊。”在生活中，经常能听到
这样的对话，很多中老年人为了子
女，前往异地照顾自己的孙辈们，
在异地的生活，这个群体就是“老
漂族”，他们中有的在异地生活不
习惯，感觉到孤单，有的则生活得
有声有色，无论怎样，老漂族们之
所以选择这样“漂着”生活，更多是
对子女的牵挂和不舍。日前，市场
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
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采访了
几位老漂族，听听他们的故事。

冯娟 王玉荣 刘小娟 郑鹤鸣
记者 祁琳

老夫妻“漂泊”多年，“分居”生活

吴奶奶今年 66 岁，老伴王爷爷 67 岁，两个老人的

两个儿子均在合肥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了孩子。

按理说，儿女成群，两位老人也有经济基础，老年生活

也该有滋有味，但是为了两个儿子和孙儿，这对老夫

妻从老家到合肥，已经“漂了”12 年，而且也“分居”了

12年。

十几年前，大儿子的孩子出生了，苦于没人照顾，

爷爷从老家来带孩子，本想着把孩子带大就可以脱

手，回老家，但几年后，小儿子的孩子也出生了，奶奶

也来到合肥，照顾小儿子的孩子。

就这样子，这对老夫妻尽管都在合肥，但是“分

居”着，两个儿子家距离也不是很远，两位老人时常打

电话联系，但话题都是孩子们，每个孩子的吃饭情况、

上学情况。

小儿媳告诉记者，孩子渐渐长大，他们家人也在考

虑，让两位老人回老家生活，“漂泊”多年，也该休息休

息了，“两位老人见面的时间很少，不仅要带孩子，还要

兼顾家务，偶尔两人约见面，就约好散步，到中间段见

面。也许那时候是他们最轻松的时刻吧。”

奶奶与人交流有困难，很孤单

跟大多数“老漂”一样，56 岁的娄阿姨经常在外

“遛娃”，小区里便是阿姨常去的地方，因为老伴去世，

加上孩子需要照顾，阿姨一直跟随子女在合肥，生活

一成不变，买菜做饭带孩子。娄阿姨说，孙儿已经两

岁了，这两年多时间里，她的活动范围大部分都在小

区附近。

不仅是自己的活动范围，娄阿姨也觉得很孤单，

因为自己是安庆人，方言味很重，她觉得自己的方言

别人听不懂，别人说话她也不明白，所以在“遛娃”人

群中显得很安静，她从来不主动去与人搭讪，只是在

一边默默地看着孙儿。

娄阿姨说，自己感觉很孤单，子女工作忙早出晚

归，有时候除了孙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挺

想念老家的亲朋好友，乡里乡亲的，起码有个人说话，

没事的时候，还能约上一起打个牌，现在白天除了孙儿

能陪我咿咿呀呀外，都没什么说话的人了。”

王阿姨跟很多老漂族一样，在合肥帮助
女儿带外孙女，一开始王阿姨也不情愿，“老
伴不会烧饭，从来没干过家务，我去了合肥，
老伴可就可怜了。”但是没人照顾外孙女，王
阿姨也只得来到合肥。

到了合肥，王阿姨生活得不是很习惯，总
觉得城市的东西没有自家的好，菜不新鲜、农
药太多，王阿姨每次回家都会背很多菜回到
合肥，而且一到周末，王阿姨就带着空箱子回

老家，周一早晨，起早在老家买好菜，继续赶
到合肥来。

“现在高铁也方便，一个多小时便能到
家，女儿女婿周末在家，我就可以回去照顾老
伴。”王阿姨说，来合肥后第一个周末回家，家
里的“惨状”，“整个厨房里都是油腻腻的，加
上是梅雨季节，感觉一股霉味，就是长时间不
打扫的原因，老伴在家有时候自己糊糊，多数
是吃快餐，周末想回去给他做点好吃的。”

不放心老伴，一到周末就回老家

前三个“老漂”，在异地的生活，多多少
少都有些困惑，合肥市民叶女士家中也有老
漂一族。采访时，她很感慨，“除了特别有斗
志的，基本上都会觉得漂不好吧。”

不过，也有“老漂”将自己融入到社区
里，积极面对“老漂”之外生活的例子。瑶海
区三里街街道经典花园小区，有一位爱写诗
又热心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老人——丁师
傅，他虽然已过 70 岁，但始终以乐观的心态
对待生活，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是社区里
大家公认的好“爷爷”。

丁师傅老家在岳西，老伴走得早，儿子
在合肥成家后，他就过来帮助他们照顾孙
子。刚来到小区的丁师傅遇到了很多老漂
一族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孤独。丁师傅在
儿子成家前基本没有离开过老家，刚来到合
肥的他在生活上和情感上都存在着很多的
不适应，没有熟悉的朋友，孩子们因为繁忙
的工作也没有很多时间能陪伴他，这些都让

他觉得没有归属感。不过丁师傅因为高中
毕业曾下放学校教过书，所以对诗词等有一
定的研究，加上丁师傅本身就喜欢研读诗
词，所以来到小区以后，经常没事就与邻居
一起分享诗词歌赋。

社区在开展网格清查的过程中，一次偶
然的机会，社区的工作人员走访中了解到丁
师傅的这一爱好，在与其聊天的过程中了解
情况后，主动邀请他来社区儿童活动室给小
会员上“诗词课”。从此以后，丁师傅就成了
居委会的常客，志愿者帮他下载他需要的配
乐，与他亲切地聊天，也让丁师傅深有体会，
于是他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利用自己写
诗词的特长为社区未成年人开了多次诗词
小比赛。同时利用一技之长，丁师傅还热情
地在过年期间为居民写春联，他参与到社区
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他
的这种志愿精神也得到了居民的好评，大家
都认识了这个热心的丁师傅。

融入社区，活出精彩“老漂”生活

现实中，“老漂族”实在不是少数，小区

门口聚集的带孩子人群中，不是爷爷奶奶，

就是外公外婆，“老漂族”中是亲情在左，乡

愁在右，离子女近了，反而感到更加孤独。

作为子女，不能将本是自己责任和担当的事

情全权交给父母，而是应该充分感激，一方

面，父母不仅抚养自己长大，另一方面，更是

帮忙抚养第三代人，另外，还要关心自己父

母，不能将他们“绑架”到城市里就不管不

问，多些关心和理解，给他们多些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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