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老之处在自家，这

句话说得真好。 适老，其

实， 不单单局限于设施，

更重要的是老人的幸福感。 来自家

庭的温暖， 可以给老人带来最需要

的尊严和亲情。 步入晚年生活的老

人图个啥？ 本版《晚年幸福的依据》

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图精神上

的丰富和成就感。 “智慧适老”的过

程中， 数字技术是冷冰冰的一种概

念， 但若添上人文关

怀， 一切就变得有温

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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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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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民政部门对养老服务的周到和贴心是一年更比一

年强。就说我家老太太，十几年前享受到“居家养老”的服务，后

来又申请到了“长护险”，政府补贴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九十，她

自己仅需掏百分之十。小钱大服务，最适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这段日子，服务又提升了：街道接连打来好几只电话，询

问“一键通”需不需要安装？它的最大优势在于每台“一键通”

连接着后台，独自在家的老人可根据提示，揿下不同的按钮

提出诉求，如帮忙预约挂号，请家庭医生上门诊疗，叫出租车

外出……后台都会帮老人一一排忧解难。对心灵手巧的年轻

人来说，手指动一动，这些都能在手机上搞定。可小事不小，

有的老人甚至还没摸过智能手机。“一键通”解决老人的基本

问题，又替子女分挑了养老担子，这样的“适老”能不受欢迎？

阿姨今天上门服务又带来一个信息：卧床老人倘若需洗

澡，街道会派专人上门，免费替老人洗澡。何为卧床，那一定

是失去了行动能力。家人弄不动，阿姨也没这个力气，这也是

为什么这些老人清洁身体全靠擦身，少有洗澡的机会。这项

“适老”注重了老人的尊严和需求，真应点个大大的赞。

上海的“适老”服务各显神通，有的社区还为独居老人安

装了智能水表或电表，从用水、用电量来观察老人的日常。还

有就是正在覆盖全市的家庭适老改造，这是政府送给老人的

福利啊，便捷于老人而言相当重要……

我家阿姨从进门起就打开了手机录音，进门一声“阿婆

好，我来啦！”临走一句“我走了，再见！”这声暖心的问候，是

签到和签出，还是后台对服务员的智慧监控。服务员在没在

岗，做没做足时间，全程录音，做不了假。数字化社会，“智慧

适老”的服务模式是必然。虽然数字技术不过是冷冰冰的一

种概念，可一旦添加了人文关怀，就变得有温情、有温度了。

有温情 有温度

适老之处在自家

    上个月回老家，在叔叔家见到了 80岁的姑奶

奶。好几年没见，姑奶奶并不是想象中的孤寂落寞、

一身暮气，而是红光满面，笑声朗朗，着墨绿色裙

装，黑色软底皮鞋，得体而优雅。惊喜的同时，我也

放下了许久以来的挂念和担忧。

姑奶奶结婚晚，只有一个儿子，在北方的一个

城市工作，后来在那里成家，留在了那儿。姑奶奶把

孙子带大后，就又回到了老家生活。儿子三番五次

要接她一起生活，她都不肯去。

这回见到姑奶奶，她给我说了一番话，让我陷

入了沉思，对老有所依这个老生常谈的词语有了新

的认识。她说，如今的时代不同了，社会的进步和科

技的发展真正让老年人感受到了老有所依。不仅物

质丰富，很多设施和生活用品都十分人性化，贴心

地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别看一个微小细节的

设计，给老年人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和便捷。

姑奶奶告诉我，像洗衣机、冰箱、豆浆机、床垫、

桌椅，灯具等家里的生活用品都设计得非常贴心，

都有适合老年人的，简单实用。她还让我加她的微

信。原来她早已学会了用智能手机，老年版的，字号

大，操作简便。和年轻人一样，她每天通过手机看新

闻，了解天下事，思想和观念一点不比年轻人落伍。

每天发朋友圈是姑奶奶生活中一件美美的事。

别看她一个人生活，日子却过得丰富多彩，从读书

会到诗歌朗诵，从养花比赛到书法课……最重要的

是社区对老人的生活十分关注，不仅在衣食住行上

给予贴心的关心，还很注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那天，姑奶奶特意带我去社区老年人文化活动

中心参观，三间平房，地方虽然不大，但收拾得整洁

温馨。姑奶奶笑着说，这是他们心灵的归属之地。

老年人生活上要简单便捷，但他们依然需要精

神上的丰富和成就感。看着姑奶奶笑意盈盈的

样子，我想这就是她晚年生活幸福的依据吧。

乔 义

晚年幸福的依据
耿艳菊

章慧敏

敬老不独在重阳

    十多年前，“适老”一词，还没萌生，就闻听“华

阳敬老院”的名声了。也是因缘际会，朋友詹念那时

与民政一条线联系多，约请我们前往敬老院为老人

助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

一群不同工作岗位的朋友，兴高采烈地汇聚曹家

渡，最远的从沪南公路周浦赶来，还有放弃当天的

金融论坛，说这是难得的为老人服务的机会。

华阳地处三区交界地，入住的老人有些见识

的，对我们这个自发的临时团队的到来表现了极

大友善，因为文化底蕴的缘故，座席里的长辈似

乎约定已久，当相声快板的节奏响起时，大家开

怀畅笑，喜盈盈的情绪弥漫四周，越剧、独脚戏自

然大受长辈欢迎，老人们的鼓掌、欢笑，仿佛时光

倒流。轮到京剧票友们为老人献艺，大家绝没想

到，供职于某药材公司的老陈，还带来了自己的

小同事，为华阳的老人们送来了公司的新品冬草

夏草，说要为长辈们添一分真诚的祝福，虽然今

天不是重阳节，但我们的心是挚诚的……

“适老”，大概有坦然面对老境、社会多关注

这一群体的多层意思吧？“不知老之将至”的句

子，年轻时读，与步入黄昏时段的感悟，有太多的

区别。老，是生命的无奈，但不是过错，人人都要

遇见：适老，就要从个人内心及外在，都能坦然应

对。面对智能化手机的普及，只有适应、适从，才

可减少对他人特别是小辈的依赖，面对入住社区

无障碍设施上的短板、缺陷，应与年轻人一起，努

力争取多方面的理解、支持、投入，让社情民意与

决策者对接而非冲撞，达到三赢，让管理如同绣

花一般精细，使民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这样，“适老”才有归属，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才不至于水中月、镜中花……

丈人用诗句考我

    长征六号火箭成功升空，老丈人高兴，“孤帆

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诗句一出口，我们

便知老丈人又要考我了，“你们能答得上吗？”我

和爱人会心地眨了眨眼睛。

“90后”的老丈人，身体欠佳住院治疗，耳朵

虽有点背，但记忆力很好，眼睛也好使。每天看报

看书，常常要熬到深夜。我们一直都劝他，书报不

要看到很晚。他见我们说他，便拿诗句考我们，见

我们答不上，就暗暗窃喜！真拿他没办法。

“爸，把你记得的诗句写下来。”妻子想看看

他记忆力如何，诗句写得正确否。嗨，还真没错，

写得都正确。忽而，妻子发现他字写得有点歪歪

扭扭，马上报告医生。医生诊断患有轻度脑梗，立

刻吊针，并嘱他要好好休息。这一下，老丈人不能

看书读报，我们忙安慰他，先要把身体养好。

他常回忆年少时，自己是“红小鬼”，14岁参

加革命，后加入共产党，跟随部队一路沿途征战。

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上参加核武器试验研究的保

密工作，隐姓埋名二十多年。现在条件好了，老丈

人时常要我们给他报纸、书籍看，他特别爱读《新

民晚报》，因为贴近生活。为了他能健康地心情舒

畅生活，妻子将身边的新鲜事讲给他听，把时事

政治、社会热点话题考考他。

适老生活，追求老年人的高质量精神文化生

活和自我实现，要比所谓的“保健品”更有效。一

是用精神食粮营养了情感世界，老人就不会感受

寂寞，二是根据他内心的需求，有的放矢地引

导他的情绪，以便更好地照顾他。

普茶客

江妙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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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不少养老院参观，都是满眼老弱，一片苍

凉，再豪华的配置，没了烟火气，怎能算生活！其实，

适老之居不在别处，而是自家。为你养老的，不应是

护工，而是儿女。当然，要如此养老，需未雨绸缪。

家只一独子，从小除了要他好好读书外，更多

的是跟着我们参加各种慈善活动。我们带他去看望

长辈；过年过节，要他去拜访小学老师；看到乞丐，

让他去给钱……教会他善待别人。

买房时，我们选了只隔一墙的两套居室，他婚后，

我们在一起生活。小夫妻事业正处上升期，我们已退

休，家中所有事由我们包了，让他们一心打拼。十几年

后，他们事业有成，我们逐渐放手，让儿媳当家了。

朝夕相处，他们虽近在咫尺，但我们不过去打

扰，彼此留有空间。更重要的是，老人要树立良好的

形象，让孩子们看到我们不仅是长辈，还是一直都

在进步的老师。我们率全家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书

送希望”，大灾捐款，点亮心愿义拍，慈善晚会……

都有我们三代人的身影。耳濡目染，孩子们都个个

懂感恩，有爱心，儿媳进门 20多年，也成了同道。有

因才有果，把孩子们教好了，老境就不会堪忧。

家有满墙的书可读，有云卷风起可看，有孙儿

琅琅书声可听，有唤一声就过来的小辈，这样的家，

如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借助社会力量作适老化

改选，或运用高科技安心养老。最适老之处，是自己

的家，因为只有在这儿，才有老人最需要的尊严和

亲情。

（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