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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来自浙江杭州的一个“抱团养老”
样本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在一座200多平方
米的三层农家小别墅里，13位老人共同住了5
个月，相处得很融洽。这个样本引来许多老
人纷纷效仿，使“抱团养老”一下子成了热门
词汇。这种形式究竟能走多远？

老人“抱团”首试成功

73 岁的王阿姨和老伴住在杭州瓶窑，有
鱼塘、有菜地、有果树、有鸡鸭。但是因为子
女们工作比较忙，平时感觉有点冷清，想找几
对老人“抱团养老”。去年5月，她把自己的想
法告诉了当地媒体，报名的老人非常踊跃。

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老两口“面
试”了40多名老人，并从中挑选了几对老人。
去年7月3日，三对夫妇入住老两口的农家小
别墅里，“抱团养老”的生活正式开始。之后，
又有3户老人陆续搬了进来。

这些老人的情况和王阿姨老两口类似，
都是子女比较忙或者不在身边，希望老年生
活能够丰富一些。“抱团”人多热闹，比较受老
人欢迎。他们“约法三章”，对房屋租金、伙食
费、卫生绿化等都作了规定，每个房间租金在
1200元到1500元不等，这些钱由王阿姨支付
厨师、花木修剪、保洁等费用。

目前，这座三层的农家小别墅住着13位
老人，大家已共同生活5个月，日子过得非常
融洽。有媒体评论称，这可能是中国首个“抱
团养老”的成功案例。

一石激起千层浪。同样在杭州，71 岁的
老范也萌生了“抱团养老”的想法。几年前，
他在曾经插队过的临安农村买下了一座闲置
的乡村小学。他把校舍改成了十几个房间，
有120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而且还开辟了菜
园。改造后的校舍有棋牌室、餐厅、储藏间，
除了老两口自住的房间外，还有四间配有卫
生间的客房。老范说，七八年前，他就动员几
个朋友一起到乡下居住，但是一直没有人响

应。看到王阿姨的成功案例后，他也想找几
个志同道合的老人，和他一起“抱团养老”。

“抱团”第一人的尴尬

其实，在王阿姨之前，69岁的独居老人张
浩就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抱团养老”尝试。
她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就是大家可以在一起相依为命，每当你
发病的时候，哪怕是半夜或者凌晨，都有人可
以直接在你身边呵护你，可以第一时间关照
你，甚至直接送你去医院，这是我认为最好的
地方。”

张浩因为老伴去世，孩子不在身边陪伴，加
之身体又不是很好，她的生活倍感孤独。她曾
考察过一些养老机构，但因为费用问题而不得
不放弃。她想出一个主意：拿出自家的三居室，
自己住一个房间，招募两位老人住其他两间，大
家一起买菜做饭，根据实际情况分担力所能及
的家务。应征者只需付给她相应的房租，饭费
以及水电煤气费用等则都是均摊。

对于应征者的条件，张阿姨有自己的选
择标准，“要有点品位的”。张阿姨曾是某医
院的高级护士，懂得护理，对于心理方面的护
理，她认为自己也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她的

“抱团养老”实践却并不顺利。
第一个前来应征的老人是位老爷子，因

为有“三高”、白内障和其他老年病，“面试”没
有过关。后来，她在几十位应征者中选择了
66岁的赵女士和71岁的孙女士。但一个月的
磨合期仅仅过了一半，两位老人就由于一些
琐事相继搬离了张阿姨的家。

接下来，张阿姨前前后后约见了十几位
老人，也有几位老人曾先后入住她家。但是
他们都没有通过磨合期，最长的住过20天，最
短只住了5天。其中一位老人和张阿姨是同
乡，又是医生，两人有许多共同语言。但是，
两位老人的生活习惯差异较大，最终还是“和
平分手”。

“抱团养老”可靠性能有几何？

有意思的是，王阿姨在尝试“抱团养老”
之前，曾经专程来到张阿姨家“取经”。几个
月过去，王阿姨成功“抱团”，张阿姨却还在继
续摸索。

张阿姨表示，“抱团养老”中的矛盾都是
因为生活上的一些琐事，王阿姨请了厨师、保
洁，老人不用去管这些琐事，所以就避免了许
多矛盾。

经历了许多并不成功的磨合，张阿姨也
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她说，“抱团”并不是非
要住在一起，大家有困难的时候能够相互照
应就可以了，这样也能够减少因为住在一起
产生的矛盾。“最好是修一排房子，大家离得
很近，又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
看，王阿姨的房子空间更大，显然比张阿姨的
三居室更具优势。

事实上，关于“抱团养老”，老人各有各的
想法。有的老人明确表示，不会选择到个人
家里去“抱团养老”。因为“团”就意味着要有
一定规模，在某个老人家中“抱团养老”，入住
人数就不会太多，得不到与人交流的快乐。
并且，既然是为了养老，住所就应该具备养老
的基本条件和设施，比如安保、医疗服务等。
但在一般的人家中，这个条件显然达不到。

除了硬件，在管理上，因为老人的生活习
惯、脾气性格、兴趣爱好不同，也可能会给“抱团
养老”制造一些麻烦。虽然张阿姨王阿姨她们
都有自制的“抱团养老”协议，但仅仅是针对集体
居住的一种约束条款。虽然大家都是冲着养老
而来，但是在协议中，本质上还是租客与房东的
关系。一旦发生了纠纷或者突发的健康状况，
仅凭这份自制协议未必能够应付。

有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对“抱团养老”予
以支持和引导，制定规范的“抱团养老”协议
模本，建立纠纷协调解决机制。这样才能让

“抱团养老”走得更远。 （王琪鹏）

“抱团养老”先试试看

在街头偶遇几年前退休的老
同事熊大姐时，我几乎要认不出
她了。眼前的熊大姐化着淡妆，
气质高雅，一袭素色长裙很衬她
利索、干练的短发，特别是她系
在脖子上的彩色方巾特别显眼，
使她整个人散发着成熟、迷人的
韵味。

以前的熊大姐可不是这样
的，她总是黑衣黑裤，头发高高盘
起，表情端凝，脸上永远戴着幅玻
璃瓶底般厚的宽边眼镜，整个人
看着就让人觉得古板、沉闷。我
那时和熊大姐交往不多，仅限于
工作上的一些配合。

“熊大姐？真是你吗？我都
不敢认了。”我笑着问。熊大姐礼
貌得体地握住我的手，说：“是我
呀，好久没看见你了，一切还好
吗？”我们寒喧着，一起找了家休
闲小店，叫了壶花茶。

店里低徊的音乐如水般流淌
着，人不多，特别适合聊天。熊大
姐侃侃而谈，我仿佛正看见她精
彩地为自己活，那么舒心，那么坦
然，一切都是最好的模样。

熊大姐退休那年，她的女儿
刚好考上国内一所高校。原本忙
碌惯的她，突然不用再上班，也不

用早早起来为女儿煮饭，为先生
张罗各种琐碎的事，她似乎一瞬
间失去了所有的生活重心，她患
得患失地过了一个月，觉得再不
改变，自己就要垮了。

熊大姐也曾年轻，也有过五
彩斑斓的少女梦想，翻看以前的
旧照片时，她在回忆中泪湿眼
眶。她不后悔自己为家庭的付
出，不后悔曾经度过的每一天，
只是未来的日子，自己将如何走
过？她决定重新拾起少女时代
自己的梦想，要开始认真地为自
己活。

改变自己，从“头”开始，她率
先去剪了头发。还别说，剪了短
发的熊大姐看起来年轻了不少。
她买了些亚麻、纯棉的料子，自己
设计，然后请一个姐妹帮她做。
以前，她就喜欢涂涂画画，设计服
装，只是从没想过，有一天，她能
够美美地穿上自己设计的服装。

服装设计，练习国画、书法，
瑜伽……熊大姐把自己的生活安
排得满满的。她说忙碌起来的感
觉很好，这些都曾是她少女时代
最想做的事，以前没机会，现在有
时间了，她得好好为自己活，她要
活得精彩、率性。

为自己活
杜智萍

午餐后，我打开微信，果然父亲又留言了，说
的是他对现在时局的一些看法。和父亲聊了几
句，达成了基本共识，我便开始午休。这几乎是
我每天的生活常态，自从给父亲买了手机开通微
信之后，我们每天都要聊上几句。

在给父亲买手机之前，他对我总有许多的抱
怨，如总是不回家，回家也是低头看手机，吃完了
饭就匆匆往自己家赶等等，但我还是尽量多回
家，将一周回去一次改为三天一次，尽量不看手
机，尽量晚些回自己家。但纵然是这样，父亲还
是不满意。最后母亲让我不用管了，“你爸就是
想让你陪着他聊天，你天天来他都嫌不够。”

还是妻子建议我给父亲买个智能手机，开通
微信，这样就可以聊了，又不耽误工作和生活。父
亲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接受，因为我关注手机不关注
他，所以他对手机很是“仇视”，但当我表明，通过手
机是目前能够最快找到我的方式时，父亲才勉强接
受。只是这一接受之后，父亲隔会儿便给我发条信
息，如果天气不好，便叮嘱我要照顾好孩子，还会给
我转载养生之道，也有时事政治。

没多久，母亲便来告状，说父亲现在什么也
不干了，整天就拿着手机等我的回复。我听了很
是担心，因为父亲年纪大了，整天拿着手机可不
好，于是和父亲约好，只在早、中、晚三餐之后，我
们可以闲聊半个小时，之后该休息的时候还是得
休息。父亲虽然不大乐意，但怕耽误我工作，最
后还是应了。

自此，我和父亲的微友模式便形成了，父亲
不再念叨着没人陪他聊天，而我也在父亲的聊天
中知道他的身体和心态都很好，我也就放心了。
只是一段时间下来，我发现和父亲竟然是聊得最
多的人，尤其当我工作中面对难处时，父亲总能
以多年的经验，给予我明灯式的指导。

我在父亲的心里，成长为他想像中的样子，
那天父亲发来一行字：儿子，你长大了，父亲很欣
慰！那一刻，我竟热泪盈眶。

我和父亲是“微友”
王子华

最近小区里有点热闹，不少人都在谈论孝顺
话题，缘由还得从张老伯说起。张老伯丧偶多
年，一直独居。又到了年关，儿子领了孙子来看
望。除了带几瓶老伯喜欢喝的米酒外，没有别的
价值昂贵的营养品。临走，儿子给老伯拿出了几
份已经办完手续的报刊订单。张老伯满心欢喜，
连连称好。独居多年，特别是退休以后，老伯有
两大爱好，一是饱览祖国名山大川，二是安安静
静读书看报，关心天下大事。等儿子、孙子一走，
老伯就迫不及待下楼，去和几位老伙伴分享喜
悦，议论也由此而起。

让张老伯不爽的是，大家对儿子的举动肯定
的不多，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还说，这个
儿子抠门。张老伯只好悻悻而归。

其实，张老伯儿子的行为没什么不对。中国
确是一个看重孝道的国家，所谓百善孝为先。但
孝的内涵是丰富的，即便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
代，尽孝心也不必唯物质，更何况是今天！什么
都要与时俱进，尽孝亦然。在保持老祖宗传下来
的孝文化的精神内涵的同时，一些具体的形式，
为什么不可以移风易俗、推陈出新呢？再说，所
谓孝顺，就是顺老人心意，让他们快乐。既然张
老伯喜欢，其儿子的行为，就是在尽孝。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曾经读到过的一篇小说
《另一种孝顺》，讲的是一个孩子用“谎言”孝顺自
己奶奶的故事，很有趣味，也很感人。再譬如，有
的子女正在忙工作，拼事业，其间可能有着太多
的困惑与无奈。但为了少让父母担心，就用“报
喜不报忧”的方式哄老人……

事实上，生活中，类似的“另一种孝顺”并不
鲜见。只要我们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并努力
去理解它、接受它，那么，这“另”就不“另”了。

另一种孝顺
徐亚斌

现在随处可见自发的老
年活动团队，有些团队偶尔会
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我们都
已年过半百，夕阳无限好，却
已近黄昏。因此，参加老年活
动团队，开心快乐比名利金钱
更重要。老年队员思想复杂、
身体差、家庭负担重，要带好
这样一支团队实属不易。

我所在的一个团队的领
队人，是位年过花甲的苏大
姐。队员有病找到她，她不
顾身体状况，领着队员在医
院跑上跑下。对聚餐来晚的
队员，她用盘子把菜单独分
出来。不论是聚餐、外出游
玩还是排练、演出，每次活
动，她都把信息发在群里，群

里有队员响应，她每次都必
回复。对未回复的队员，她会
挨个电话通知，她说：都这么
大年纪了，谁能 24 小时守在
电话旁，通知不到本人，是我
的责任。

就是这么简单质朴的语
言却让队员们感到温馨，同时
更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

夸夸老年活动领头人
张秀隽

幸福港湾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