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老了，一生该经历的也经历了，还

会求什么呢？老人们并不求多么丰厚的养

老金，也不求多么高端的服务，甚至不求

老了还能学富五车，他们最希望的，不过

是子女能回家陪陪自己。这是占中国人口

近 !"# 的老人的梦。但现实是复杂的，即

使法律明文规定“常回家看看”，这个朴素

的梦也常常落空，子女回家陪陪老人成了

一个奢侈的愿望。如何缩小子女与老人间

的距离成为养老的一大难题。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女外出打工，

空巢老人成为农村最凄凉孤苦的景象。并

非子女不孝不愿回家，也非用人单位违法

用工禁止回家，而是社会经济的结构造成

子女有家不能回。古代农业社会，人们以

族聚居，家庭成员终生相伴，但在市场经

济环境下，资本流向城市，城乡发展失衡，

农村子女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机器

般的社会，日夜不息地运作，回家就意味

着丧失工作，这非人的主观意识可左右。

城乡发展失衡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空巢

老人的社会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农

村子女回家陪伴老人，不能仅靠一纸法令，

还需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推进新城镇、新

农村的建设，扭转不平衡的发展结构。

其实，空巢老人何止只出现在农村，

城市居民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现今，青

年人选择在异地大都市学习、工作、婚嫁

的情况愈发普遍。对于在异地结婚的青年

夫妇来说，双方都是独生子，都承担着尽

孝的责任，如何兼顾各自的老人成为一个

难题。在外地打拼的子女们想出了各种点

子$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双方轮流回家，

或者亲家互相串门拜年，或者大家一起外

出度假。对他们来说，爱情可以跨越时空，

孝心也可以，只要敢想敢为敢创新，就一

定能创造出机会陪陪老人。

相比于渴望陪老人的游子们，一些人

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确实也经常回家

看老人，可老人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这

些子女回家就走走形式，除了海吃胡喝，

留下满桌狼藉，和父母别无交流。“常回

家看看”，不只是说要经常回家，更是说要

把陪伴老人变成生活中的习以为常。当年

父母陪我们成长，一同看朝阳东升，今天

我们陪父母老去，一起看夕阳西下。即使

现实处境让我们身体远离父母，但科技的

发展却可以让心灵跨越时空。我们可以教

父母用聊天软件，同他们网上相见；可以

鼓励他们上社交网站，不时分享好玩的东

西给二老；还可以和他们一起在网上购物。

子女和父母在虚拟网络上真切地相依相伴，

心灵的距离近了，自然的距离又算什么呢？

古人云：“子欲养而亲不在。”人的年纪

越大越能感受到这句话中诚挚的真情，趁着

老人在，应当多珍惜。人老了能图个啥，不过

儿孙绕膝、子女相伴。我们每个人，以至社会

国家，都应创造条件，想方设法地去圆老人

的这个梦。人是感恩的，没有老人那些年的

奋斗，又哪来我们今日的中国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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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养老向哪儿去？

京都颐和城的新探索 老人如何更开心？心不老人就不老

老有所养 蒋跃新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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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不能闲
着，人一闲着就容易衰老。”天津的
要秀梅女士常常提醒自己，在她看来，
无论是养老金还是别人的关照都是次要
的，退休生活幸不幸福关键还得看自己精
神是否充实，内心是否幸福，“心有多年
轻，人就多年轻。”
要女士一退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名，

“一开始上的是太极拳，后来才报上了摄影
班。这个班是学校的热门课程，报名人太多，
最后还要抓阄才能确定。”要女士很受其他学
员欢迎，别人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会来问她，
“连我女儿在学校做海报也会来找我帮忙”，要
女士对此很是自豪。
与要女士一样，进老年大学“深造”成为退

休人群的时尚。有的人学习了舞蹈，有的人练上
了书法，有的人重拾了歌声，老人们有了自己的
朋友，有了自己的事儿。老人们不仅在学习中充实
了自己，还在“学以致用”中，帮助他人，获得价
值认同感。
家住重庆的老军人陈光权退休后参加了老年大

学，学习了中医推拿，凭着这项手艺，陈大爷成了家
属院的名人。“年纪轻的、岁数大的，只要身体有点
不舒服，让我按几下，保证手到病除。”
陈大爷不仅提供免费的推拿服务，还顺道传播自己

的人生哲理。“我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参加工作后才
多识了点字。现在我天天读书看报，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我就会背下来。”陈大爷把很多段子背得滚瓜烂熟，常常
在推拿之时给人海侃，像什么“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
在里面藏，若能跳出墙外去，不是神仙寿也长”等，出口
成章，晚生后辈们敬仰不已，陈大爷很有成就感。
年轻的精气神

带来年轻的身子骨，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成
为养老事业的一个重
要方面。京都颐和城
养老研讨会上，长年关
注养老问题的隋明梅女
士便指出：“养老社区
中老年教育是个很重要的
问题。要加强社区文化的
建设，让老年人和社会保
持紧密的联系，老年人才会觉得生活有乐趣。”
唐钧教授认为：“我们目前不用担心养老金问题。但是养老服务的

建设还需要继续加强，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进来。政府应当更加重
视，老年人未来的生存状态才会更加乐观。”养老问题已经越发得到党
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
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年，民政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快
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也正在提请国务院审议发布。老人的需求

很简单，不过是生活上的扶助、物质上的需求，精神上
的充实，政府、社会、个人齐心协力，满足老

人的心愿，我们一定会破解养
老之难。

无论是国家建
设养老服务体系，还
是个人接受生活养老
服务，没有充足的经
费，再好的愿景也
无法落实。兜里的
钱够不够，成为每
个老人最为关心的
问题。

(!岁的孙林女
士是长沙市某制镜
厂的一名职工，她
每月按时缴纳养老
保险已有 ) 年时
间，离正式领取养
老金还剩 * 年。
“只要 (( 岁一次
交清保险费，退休
后，政府补贴一点，自己再存一
点，日子就好过了。”孙女士对未来很乐观。
不过也有人对孙女士的未来并不乐观，近年来，部分报告都

认为中国养老金存在缺口。一再引发舆论热议。虽然养老金缺口的
争论很多，但我们对缺口的概念却缺乏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
功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所谓养老金缺口是指养老保险基金
收不抵支的状况。它分为三种：一是当期出现的收支缺口；二是
历史留下的收支缺口，即所谓历史欠账；三是未来收支缺口，即
对未来的预测。如果不加定语，养老金缺口就是指当期收不抵支
的状况。”
在郑教授看来，作为全国性制度安排，养老金在当期不仅不

存在缺口+并且每年都在增加累计结余，部分地区收支缺口是由
地区分割带来的畸形现象，不能掩盖全国结余的事实，“历史
留下的缺口是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制’转变的必然
结果，未来可能的缺口则存在很多不可测因素，需认真对待但
不必杞人忧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钧教授看来，我们要灵活看待所

谓的“缺口”，“对政府来说，统账结合只是一个养老金的算
法。对退休人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一个月可以领取多少养
老金。”他认为，只要社保机构能够征收到社会保险费，加
上政府补贴，把养老金按时足数地发出去，缺口就是不存
在的。政府补贴一直是国际惯例，不应排除在讨论之外。
对于老龄化更加严重的未来，我们也不必过于紧张。

在唐钧教授看来，即使在老龄化最高峰的 %&(& 年左右，
中国仍有 ,亿多的劳动力，他们的财富创造能力足以支撑
国家的养老体系和经济发展。“对于养老金的信心其实
就是对国家发展的信心，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

老人养老差钱么？
养老经费要保障

步步高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近年来，养老社区的发展备受瞩目。在
中国，社区养老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社会
人们聚族而居，四世同堂，族中老人由全体
族人供养，这是天然的社区养老。在计划经
济时期，单位提供住宿，单位职工住在同一
个大院里，家属院就是退休职工的养老社
区。但时过境迁，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购
买商品房，散居四处，传统养老社区瓦解
了，新的养老社区该如何建设？在众多探
索中，京都颐和城养老社区尤其引人注
目。

从北京市中心出发，车行不到一个小
时便到了河北涿州。在东仙坡镇右转入支
道，只见道路平坦通畅，行道树高叶密，树
外春田延绵。车行十公里，在一派田园风
光中，我们到达了涿州京都颐和城养老社
区。

社区工作人
员杨亚娟驾着电
瓶车带领我们参
观社区大院，院
内散落着风格各
异的建筑：清幽
宁静的中式院
子、宽敞明丽的
北美小屋、便捷
时尚的老年公
寓，还有现代感
十足的商业街道以及民国范儿浓郁的
养老会所。园中春花浪漫、树影婆娑，车
行其间，令人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的惬意舒适。

杨亚娟告诉我们，上世纪 ,&年代，
京都颐和城所在地还是一块狩猎场。-&
年代初的市场经济大潮下，狩猎场被
转为商业开发，%&年来几经升级，成为
一座高尔夫球场。但高尔夫球曲高和
寡，令此风水宝地与百姓日用脱节，近
年来，颐和城的管理者抓住了老龄化
这个社会问题，将京都颐和城打造成
为新型养老社区。

随着首都经济圈的进一步成型，
交通便捷、风景秀美的京都颐和城成
为圈内退休人群的理想去处。“我们
打造的是一座宁谧的小镇，这样的社
区形态给人以心灵上的闲适，这是老
人最需要的。”颐和城的设计师余立

先生说，“老人们可以在森林中漫步，在庭
院里种菜，我们希望他们能在这里慢下来，
远离城市的急躁，提高生活的品质。”

为了让老人在此获得更舒心的晚年生
活，颐和城还在完善配套设施、提供优质养
老服务上进行探索。社区内设有医疗保健
中心，中心提供“持续性照顾计划”，为老
人建立健康跟踪档案和科学照护体系，还
为老人提供上门的保洁、送餐、园艺料理、
代买代办等全方位的适老服务。%&!'年 *

月 %#日，京都颐和城举办了高端养老专
题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当前养老产业发
展、养老社区建设、养老综合服务等热点
问题展开讨论，并对颐和城的探索表示
赞赏。

京都颐和城的实践只是一个开始，
全国养老服务
产业还问题重
重。资深媒体人
高严说起自己
伯父的情况，
便颇为感慨：
“我们让他自
个 儿 住 家 里
吧，觉得太孤
独。想着把他
安顿在养老
院里吧，但是

距离太远，我们探望一趟很不方便，
如果能有个左邻右舍互相照应的养
老社区就太好了，但现在大家都各住
各的，小区提供不了这么多服务。”
《人民日报》曾刊文报道目前养

老服务面临的问题：家庭养老“子女
有心，赡养乏力”，机构养老是“补贴
有限，护工短缺”，社区养老则“配套
不够，落实困难”。解决这些问题还
任重道远，既需要实践者的勇敢探
索，也需要国家的整体规划。%&!!

年国务院出台的《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规划（%&!!—%&!(年）》中提
出“要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
系。”这为包括京都颐和城在内的
实践者提供了政策的引导和支
持，越来越多的探索也会在先行
者的激励下开展起来。

—
—服务、资金、精神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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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

在北京举行；,月，上海将举办国际养老产业

展览会；!!月又有中国老年产业博览会在重庆

召开。%&!'年，各式各样的“老博会”在全国

各地四处开花，养老愈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

据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 统

计，%&!'年底全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 %亿人

大关。在“未富先老”的严峻现实面前，破解

养老之难，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笔者在调查中认识到，每个老人都有个养

老梦：操劳大半辈子后，在晚年时能享受上优

质便捷的养老服务，兜里能揣着沉甸甸的养老

钱，还要能精神充实开心快活。这个梦里寄托

着老人三个朴素的心愿，我们做好这三件事，

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养老也就不难了。

京都颐和城养老社区 陈澹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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