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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76 岁，身体没有
什么大的疾病，只是上了年
纪，腿脚不便，腰部也时常感
到疼痛。

我一生育有9个孩子，老
伴和大女儿去世早。我自小在
固原市泾源县长大，老家人都
穷，一辈子靠种地供给着孩子
们长大。我没去过其他地方，
直到 68 岁那年，小儿子说他
工作调动去了红寺堡，让我随
着他一块过去养老，我答应
了。老家湿冷，上了年纪的膝
盖时常感到疼痛；这边干热，
身体上感觉好多了。虽然孩子
多，不过生活起居还是在小儿
子家，其他孩子给我生活费，
足够花的。我每个月还能领到
低保，身上有啥毛病去看病，
孩子说政府给报销，我也就放
心了。农村人节俭、不浪费，
手里有些钱我都攒着，够平时
零用开销就行。一辈子住在农
村，老了以后还搬进了暖和的
楼房，吃饱穿暖，儿子和儿媳
也孝顺，没啥别的盼头喽，把
每天的光景过好就行了。

现在的生活平平淡淡的，
有时候免不了想想老家的那些
孩子们，还有逝去的老伴。以
前身体好还能坐车，孩子就拉
着我回去转转，现在年龄越来
越大了，也坐不动车了，多数
时候就在心里想想。孩子们时
不长会来城里看望我，他们记
挂着我，让我很开心。我最怕
孩子们因为我而争吵。4 年
前，小儿子又生了个男孩，现
在他们上班，孩子就由我带。
要说唱歌跳舞啥的，我都不
会，大多时候也就下楼散散
步，晒晒太阳。

现在日子挺好的，就是缺
点儿热闹气儿。我喜欢看秦
腔，就想着周围能多点儿我们
老人爱看的剧，但不知道去哪
里看。孩子给我买了个收音
机，时常听听戏。

本报记者 禹丽敏整理

2012 年高三毕业时填报高考志
愿，我一心想去北上广，因为去外地
读大学，才叫“看世界”。母亲却认
为，在西安念个好学校，离家近，什
么都方便。我不顾反对，去了上海求
学。4年后，面对就业压力，我选择
回西安工作，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其实不考虑外部环境的话，我更
愿意选择大城市，机会多、见识广，
发展平台更好一些。但回家工作的这
一年里，我才突然意识到：母亲原来
已经 50 岁了。很多时候，她放下东
西，转身就忘记放在哪里。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年老
后，只有我可以指望。他们年纪渐渐变
大，我觉得应该在身边多陪伴他们。虽
然有些时候，我也在“梦想”与“责
任”的矛盾中，纠结地寻找平衡。

对于养老问题，我们一家人也进
行过讨论。我父母非常开明，认为退
休后只要身体健康，他们愿意花更多
时间去看看没有看过的世界，去做自
己喜欢做的事情。

父母养老的问题，我的同龄人也
在思考。很多家不在西安的陕西籍
同事，毕业后大多离开家乡，来到
省会城市工作。与家乡相比，西安

工作机会更多更好；与沿海城市相
比 ， 省 会 城 市 离 家 更 近 。 综 合 来
看，在二线省会城市发展，最能保
持各方面的平衡。

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多同事都攒
钱在西安买了房，准备结婚。对于将
来父母的养老问题，大家都打算将老
人接到自己身边，努力给他们买套新
房子。

曾经，“90后”被称为“垮掉的
一代”。如今，逐渐感受到生活重担
的我们，对将来父母的养老问题，都
抱持积极的心态，精心规划并为之努
力。与此同时，父母一代也变得越来
越开明，观念也紧跟时代，很多人并
不认为去养老院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以前在家里，父亲饮食算是“重
口味”。近一年来，我们家非常重视
饮食上的健康，都加入了“少盐”行
列；母亲的腰椎病，也通过按摩等治
疗有了很大缓解。全家人不再因金钱
上的紧张而降低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从长远看，父母逐渐老去，健康将是
他们面临的最大敌人。注重养生、定
期体检，大家已经开始行动。

本报记者 高 炳整理

我与老伴均已退休，都年近古
稀。有三女一男，都很孝顺，争先恐
后地要养我们俩。

可我们斟酌再三，决定谁家也不
去。我俩有房子，有退休金，谁也不
用谁养，只要能动弹一天，就自己过
一天。这样，一来我俩自由自在，无
拘无束，二来不给子女添麻烦，增加
负担。

光阴荏苒，一晃 5年过去了，我
们老两口生活得很舒畅，很快乐。即
使偶尔有个病灾，子女们都会及时赶
到，送往医院救治丝毫不会怠慢。可
以说我们才是真正老有所养，享受幸
福的晚年啊！

平日里，4 个子女像走马灯一
样，你来他走地看望我们，关注我
们，照顾我们。母亲节、父亲节，又
请吃饭又送礼物，弄得我俩都不好意
思了。特别是我和老伴儿过生日，4
个孩子争着安排饭店，订制蛋糕。每
次聚会，他们每家3口加上我俩共14

口人，可谓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
乐。

我爱好摄影，4 个孩子就集资为
我买了照相机。姑爷们有时还用车拉
着我出去转转，找个好景，拍几张照
片。后来我想做点儿有益的事，就把
相机镜头对准了城市建设，用镜头说
话，反映九台发生的巨大变化。先后
有 20 多幅照片以图片新闻的形式刊
载在当地报纸上。我还爱好写作，曾
为小学生讲写作知识，培养 100多名
爱好写作的儿童成为九台作家协会会
员。我本人还被评为区里“关心下一
代”先进工作者，受到政府表彰。

岁月无情。人总会老的。我和老
伴商量，等到行动不便、力不从心的
时候，我们就选择居家式社区养老：
仍然住家里，由社区提供服务。我还
可以在家看书，写东西，还可以拍
照，还可以与老伴下楼遛弯。这是目
前很好的养老形式，相信一定会过得
开心快乐！

“我们这周四就走，去海南三亚
住一个月，机票都买好了。”11月27
日，62岁的李华超兴奋地说。

李华超原是北京一家设计单位的
副院长，刚退休不久，身体健康、腿
脚利索，最关键一点——“世界那么
大，老人们想去看看”。退休前，总是
忙，去哪里出差都是走马观花。退休
了，时间闲了，退休金不菲，“有钱有
闲”让年轻时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可自由支配
收入也在不断增加，既想舒适安心养
老，又想出门开开眼界，和李华超有
同样爱好的人不在少数。“旅居养
老”作为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正好满
足了他们的需求，老人们在不同季
节， 辗转多个度假胜地，一边深度

旅游，一边快乐养老。近几年，越来
越多“有钱有闲”的老年人不再固守
在家，开始加入这种养老游玩两不误
的“旅居养老”大军中。

“退休不久，原来的同事就撺掇
我，冬天去海南住，还给我找了很多
资料，说现在旅居养老的方式最流
行，不用买房、租房，可以全国各地
住，像住长期酒店似的，还包吃包住
包玩儿。”在各种资讯中，考虑气
候、医疗、价格、时间等因素，李华

超夫妇最终选择了海南三亚的一个养
老度假中心作为未来旅居养老的试
点。

如果入住养老院，在同一个院
子、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上，一住
就是一年或更长。而参与旅居养老的
老人可以换地方住，在全国各个风景
区的安养中心，住不一样风格的房
间，欣赏不一样的风景，而这也是最
吸引李华超夫妇的地方。与普通旅游
的走马观花、行程匆匆不同，选择旅

居养老的老年人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
上 10 天、半个月甚至数月，慢游细
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
的目的。

除了慢节奏的旅途，旅居养老对
老人最大的吸引力还在于价格和服
务。老年人不住宾馆酒店，全程入住
当地养老服务机构，相对价格便宜，
而且一般都有较完善的医疗设施保
障，老年人有个头痛脑热，几分钟内
就能有专人到场处理，解决了老年人
旅途中的后顾之忧。

虽然旅居养老市场潜力巨大，但
中国的旅居养老行业还处于刚刚起步
阶段。李华超希望这种模式能够尽快
在全国各地推广和完善，这样老人们
就可以过上“四海为家”、尽览美景
的幸福生活。

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2.3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6.7%。
虽然中国养老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
然比较突出。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床位总数730万张，但空置率高达40%以上，养老服务业发展面
临总量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专业护理人才不足以及现代性和传统性结
合困难等5大问题，居家养老依然是目前主要的养老方式。

居家养老故事多居家养老故事多

爱上“四海为家”
◆ 本报记者 贺 勇

当梦想遇见责任
◆ 张晨阳 陕西西安 中学教师◆ 张晨阳 陕西西安 中学教师

◆ 尹先敦
家住河南省南阳市
卧龙区桃园社区

优雅
步入老境
优雅
步入老境

安徽省阜阳市三合养老服务中心近日建成开张。该中心是一
家民营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围绕“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
主题，秉承着“为社会分忧，为家庭解难，让老人晚年生活更加
安乐”的理念，共设床位200余张，专业护理人员6名，保证了入
住的老人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舒适。图为入住老人在展示
统一办理的院民证。 王 彪摄 （人民视觉）

集体养老更开心

落脚
小儿子家

◆ 于俊叶
家住宁夏吴忠市
红寺堡区红寺堡镇

◆ 于俊叶
家住宁夏吴忠市
红寺堡区红寺堡镇

◆ 陈希国 家住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 陈希国 家住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

儿女随叫随到

为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按照10%的比例划转部分
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充分体现基本养老保险代际公平和国有企业发
展成果全民共享。 尹志烨摄 （人民视觉）

养老保险有了国资后盾

企业国有股权10%划转社保

本报成都 11 月 27 日电
（记者张文） 日前，四川出台
《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
服务项目的意见》，向社会公
众征求建议。意见提出：“独
生子女的父母年满 65 周岁，
患病住院期间，用人单位应
当支持其子女进行照料，并
给予每年累计不低于5天的照
料假，照料期间工资福利待遇
不变。”

意见还提出制定实施21项
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包括社
会保险、扶助、救助、医疗
等，涵盖老年人生活各方面。
据四川省老龄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除独生子女5天“照料假”
以外，还将建立和完善计划生
育家庭老年人扶助制度，以妥
善解决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
人医疗、养老、住房、心理慰
藉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四川拟出新规

独生子女可享
5天“照料假”

每天早上6点，我会准时
醒来，先到河边溜达半小时，
回来熬薏米粥，放点儿核桃仁
红枣和山药，补气益脑。上午
在家看书，创作书法作品，或
写书评文章，整理旧作。

午饭后小憩，然后到茶座
或社区，与书画爱好者聚聚。
每一两个月，总要到外地的儿
子家小住，或应邀到外省市参
加活动，走走看看，领略美丽
风光，陶冶情操，与书友切磋。

虽然孩子不在身边，但我
仍然充实愉悦，乐在其中。这
就是我的中国式居家养老。

我已退休五六年了，不认
为渐入老境就无所事事，把一
切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其实完
全可以通过自我规划、自我学
习、自我提升，使自己老有所
乐，老有所养，老有所用，优
雅地步入老境。

我自少年时就喜欢上了书
法，退休后重拾爱好，感觉时
间又回到自己手里。我不但苦
练书法，还拜百岁画仙朱剑峰
老先生为师，又勤恳地练起了
篆刻，还吟风弄月写诗，书画诗
印皆揽怀。这些年，我醉心求
学、求古、求新，师法前贤而锐
意突破，以达“诸体皆工各风
貌，横竖撇捺皆奇葩”意境。

当代著名书法家、中国书
协名誉主席张海先生赞誉我为

“中原奇秀”，我知是过奖之辞，
但也是对我这些年卓苦读写的
肯定。人至老境，善用之，我
觉得焕发人生第二春，更自信
自强，身上的病也明显好些。

我认为，许多老年朋友并
无爱好，又身患病疾。在依靠
孩子养老的基础上，卫生和民
政等部门应加强老人专科医院
或老年病症科室的建设，形成
医院为主、社区为辅的完全覆
盖的医护体系，让老年人能享
受到便利的就医服务；更多关
注孩子不在身边的老人，成立
一些老人协会，比如模特队、
说唱团、歌舞组等，以丰富多
彩的生活，让老年人的生活有
保障，精神不孤独，人生有尊
严。

路漫漫整理

未 雨 绸 缪

政 策 红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