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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父母尚未退休，还未直面养老困境，但
我也已经开始考虑未来。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
金钱和陪伴。

“ 90 后”结婚后，一般的家庭结构都是
“421”或“422”，如果双方父母养老金很低，甚
至没有养老金，势必存在金钱压力。随着老人年
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生病的概率随之提高，
尤其患上重大疾病后，保姆费用、医疗费用等也
会加重经济负担。

陪伴上的压力则视情况而定。一般来说，我
们父母这一代“50、60后”，也想有自己的生活空
间，并不愿意和儿女长期生活在一起，除非是来
帮忙带孩子。但是当孙辈长大，不需要接送、做饭
时，多数父母会选择回老家，过自己的生活。

这时候，如果父母都身体健康，子女的压力
会小很多；如果一方过世，陪伴的压力会骤增，尤
其是如果老人坚持自己生活，子女在外地分身乏
术：没时间、请不到假等；如果将老人接至身边一
起生活，则可能在未来产生一定经济压力。

触手可及的距离，在一二线城市实现起来

太难：自己买房可能就掏空了两代人的积蓄，
再在附近买一套房给父母住，几乎难以实现。
除非压缩子女教育或其它开支，或许有实现
的可能，但爱往往下行而难上行。

每个一二线城市的中年人甚至年轻人，
都会面临这种尴尬。我们能做的也只是有空
多和父母通话、聊天，让他们不感到孤独寂
寞；年轻的时候多赚点钱，为父母提前规划好
养老，攒一些养老的资本。

像我这一类的人还算幸运，在城市立
足，有稳定的收入，父母来了即便“挤一挤”
或者租房来解决燃眉之急。而对于部分“打
工者”来说，自己立足都很难，遑论他们的父
母呢。

之前为了照顾父母，我找到公司领导，希望
能允许我每年请两个月假。明知这个要求有些
过分，但我还是厚着脸皮说了。当领导回答不可
能，我忍不住哭了——我只能辞职了，然而再找
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容易。

我们姐妹五人，前几年并没有太大的养老
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爸爸变得特别“黏人”，
要求我们每个月轮流和他们住，这样才踏实，而
妈妈又不让请保姆。

我们五个女儿一直以来对爸妈照顾得非常
仔细，烧饭、打洗脚水，基本什么都做。

老人年纪大了，对死亡的恐惧逐渐变强，对
儿女的依赖也与日俱增。老小孩、老小孩，人老
了，有时真的像小孩。爸爸对陪伴的要求甚至到
了寸步不离的地步。他要求我们晚上也不能离
开，担心有突发情况找不到人。

现在小区里一旦有人去世，他就会念叨自
己身体不舒服，“闹”着要去医院。之前大姐在照
顾父母时，中间回家几次，爸爸就不太高兴。

我们希望父母理解，公司不是自己家的，长

时间请假很难。但是老人家特别固执，说多
了，他们就沉默，或干脆把自己关到房间里。
我们建议找保姆，他们又觉得保姆不用心。

虽然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我们姐妹五人
养老的负担会轻一点，可五个人就会有五种
意见，有时很难统一。因为会开车，我照顾爸
妈多一些，时间久了，其他姐妹会觉得我是不
是惦记着爸妈的房子。这也是后来大家选择
轮流照顾的一大原因。

养老不简单，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最
终也只能无奈地选择顺从。为了一年能照顾
父母两个月，我只能选择辞职。父母养我们
小，我们肯定要养他们老，再大的困难也得
克服。

有了二宝以后，“爸妈在身边真好”的感觉
更明显了。

尤其是刚开始坐月子时，家里忙忙叨叨的，
很容易就会不小心忽略了大宝。接送孩子上学、
照顾孩子吃饭、带孩子出去玩……如果没有爸
妈，我想坐月子不会过渡得如此顺利。

我就是“中不溜”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回家
乡，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不是没羡慕过在一二线
城市的朋友，但是想到自己能经常去看看爸妈，
在家里“蹭”口饭，爸妈帮忙带带娃，他们有身体
不适或任何困难，我们能很快赶到，这种踏实而
具体的生活，让我觉得“大城市”是梦想，“小城
市”是幸福。

前段时间妈妈腰疼，虽然不是急病，可慢性
病更折腾人。有几天，我完成工作后跟领导请个
假，抽出半小时陪她去医院治疗。如果不是因为
和父母的距离足够近，我想他们甚至不会告诉
你这些事情，子女也无法关注到父母身体状况
的点滴细节。

因为在“小城市”生活，我离父母只有两三

公里，开车只需几分钟，差不多能算得上是
“一碗热汤的距离”。一个星期起码回家两三
趟，基本天天打电话，缺什么东西，油门一踩
就给送过去了。

而当我们比较忙，大宝辅导班结束后没
空接孩子，爸妈就替我们接孩子。等我们忙完
了，孩子在爸妈家晚饭也吃好了，澡也洗过
了。我觉得和父母之间有种完美的平衡。

婆婆也一直在帮忙带孩子，我还曾和爱
人开玩笑说，如果公公来了，我们可真算是进
入“全面啃老时代”，有四位老人在，什么都不
用操心。当然，老人的未来我们也承包了。我
想，对于类似这样的家庭而言，父母是我们的
港湾，我们是父母的依靠。

日本 6 5 岁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28 . 1%，少子高龄化现象凸显。与此同时，日本
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预计到 2065 年，65 岁以
上的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会达到 1：
1 . 3。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导致的财源不足也将
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介护”是介于“照顾”和“护理”之间的一种
服务。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开始构建老年福祉
政策。随着需介护老年人数增加、介护时间延
长，早期推出的老年人福祉政策已难以应对。

调查显示，自 1980 年以来，日本老人和子
女、孙辈的相处亲密程度发生变化：从“希望和
子女一直在一起”，到“偶尔见面就好”“偶尔能
说上话就好”。

造成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三代同
堂的减少、夫妻独立生活和单身人士的增加，以
及老人自身家族意识的变化。

1997 年，日本制定了专门的养老介护法
律，2000 年开始实施。为了能让老人在自己习
惯居住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直到人生终
点，日本还建立了居住、医疗、介护、生活支援、
介护预防为一体的“全方位照护系统”。

不同状况的老人，所需的介护各不相同，
因此介护服务的内容也在不断延展，专业性
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吃饱穿暖，更要重视老
人精神生活，从细节处温暖人心。日式介护是
“心的服务”，通过专业团队，对老人的身心提
供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服务，维持并提高老人
生活能力。

目前中国与日本都面临老龄化挑战，带
着日式介护的理念，礼爱在中国的上海、成
都、南通开设了样板机构，在关注当地老人独
特生活习惯与养老需求基础上，力图“在对方
开口前就将事情做好”。

时常带老人外出买买东西、晒晒太阳，举
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谁不喜融入社会的感觉
呢？让老人忘掉轮椅、忘掉拐杖，开心起来。

幸福是“一碗热汤”的距离

买房掏空了两代人的积蓄

在老人开口前将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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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老去，所以养老问题真的很
大，需要政府集结社会、家庭的力量去解决。

——网友“王红霞”

家门口就有居家养老机构十分重要，老
年人既不用离开熟悉的环境，又有人照顾。

——网友“苏紫沫离易倾城”

（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儿女足够出色，可以去他在的城市（给父
母）再买一个房子，同一个小区，互相照应。

——网友“双儿”

父母对子女的爱如牛毛一样多，子女对父
母的爱如牛毛一样短。不是不爱父母，而是重
心会更偏向自己的子女。 ——网友“Poetry”

可不可以考虑给独生子女放养老假，独
生子女面临的养老压力太严峻了。

——网友“爱突粗”

老人不能空巢，儿童不能留守。中年人
多想停下脚步歇歇。矛盾中的矛盾，压力大。

——网友“沉香”

单凭父母养我们长大这点，孩子不身在哪
里，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赡养父母，无论什么代
价，都没父母重要。 ——网友“无名氏”

我就是这个“中不溜”，时而“啃啃老”，去
蹭个饭，让带个娃，一旦老人困难将至，就到
我发挥的时候了。 ——网友“大力叶”

有一句话，“时间不一定能
造就一位伟人，一定会造就一
位老人！”苍老是每个人不得不
面对的人生问题。

养个“中不溜”的孩子最幸
福，根源在于“养儿防老”的传
统观念。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在
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作支
撑时，老祖宗十分明智地选择
多养几个孩子来兜底。直到几
十年前，“养儿防老”一直是主
流观点。

现代社会，将“幸福”的筹
码押在让孩子“中不溜”上，透
露出的不只是辛酸、无奈，多少
还夹杂着一点自私的味道。

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2018 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
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
发布的《老龄蓝皮书》称，中国
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正在深
刻转变。

从父母的角度，有人不再
把培养孩子称作“教育投资”，
也不再充满高回报的期待，更
不会用“孝道”给子女戴上“紧
箍”。

从子女的角度，多数人能
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助父母
安度晚年；部分人因现实原因，
只能保全小家，难得两全；更有
极少数人，将年迈父母视为累
赘，老人生活没有保障，郁郁
寡欢。

父母与子女之间代际关系
的变化，导致我国的养老方式最终转向以社会统筹
为主，“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将逐渐淡化。

在老年生活中，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理想
固然丰满，但是当面对“骨感”的现实，老年人与其将
养老期待寄托在子女身上，还不如将幸福的筹码握
在自己手中，靠自己硬朗的身体，靠自己内心的充
盈，靠提早做好养老规划，最终才会有相对幸福的
晚年。

健康是保证老年人较高生活质量的基础，老年
人不仅要长寿，而且要健康，不仅要生存，而且要活
得有尊严。

《老龄蓝皮书》的数据显示，我国全民对老年生
活准备不足。

只有约三成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好，近一半老年
人从不锻炼。据世卫组织估计，中国近 80% 的老年
人的死亡原因，是饮食风险、高血压、吸烟、空腹血
糖升高、空气污染和缺乏锻炼。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
人的死亡中，超过 50% 可归因于饮食风险和高
血压。

据世卫组织数据：身体缺乏活动是全球第四大
死亡风险因素，造成了 6% 的死亡，全球每年约有
320 万人因缺乏身体活动而死亡。

加强老年人自我保健知识的学习，提高老年人
生存质量，延长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是值得我们每
一个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

据媒体报道，针对以上目标，我国正努力探索一
条普惠式养老之路，通过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
用，让亿万老年人能享受“买得起、买得到、买得好、
买得安”的养老服务。

认识老龄化的基本国情，人人“知老”“尊老”，就
能创造一个老年友好型社会，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
容应对亲人以及自己的衰老。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为
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做准备，既为父母做全周期的物
质筹码准备，也为自己做“想得清、放得下、看得开”

的心理筹码准备，才能真正做到孔子说的，“发愤忘
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从从容容体面地
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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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盼孩子有出息，出类拔萃，在一线大城
市工作。做父母的，早就有了思想准备，身体
好时老两口相依为命，相互照顾，身体不方便
了，带着退休金进养老院，不给子女添麻烦。
生儿育女只是完成社会使命，延续家族，而不
指望儿女为自己包办一切。

——网友“心比天大”

我 80 岁了，有两个女儿，一个在身边，一个
在北京，都过得挺好。小女儿大学毕业后认识了
女婿，两人结婚后一起到北京工作，生活得很
不错。

我和老伴退休后，经常到北京小住，顺便
帮忙带一带上小学的孙女。尤其是冬天，因为
南方没有暖气，我和老伴几乎是在女儿家度过
冬天。

后来小女儿随着女婿驻外工作，先后去了
美国和欧洲。每到一个新的国家，女儿都不时地
接我们到国外过上一段时间，尝尝外国菜，游览
异域风光，享受老年生活。待上一段时间再
回国。

孩子出色，做父母的不单是自豪。不用为子
女的未来生活操心，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
选择，即便我们并不缺钱。

几年前老伴患上了老年痴呆，不再适合长
途飞行。但我们老两口的生活依然无忧无虑，只
是偶尔有些孤单，好在大女儿在身边。前段时
间，老伴一不小心腿骨折了，我身体也出了点问

题，需要动个小手术。我提出了去北京手术的
要求。小女儿觉得没必要折腾到北京，但我坚
持要去。

因为老伴骨折，我出院回老家后也需有
人照顾，大女儿考虑搬过来照顾我们一段时
间。出院前，听见小女儿在病房外给大女儿打
电话，“姐，我觉得你没必要搬过去，请个保姆
照顾，平时你回家看看。也不能为了老爸老妈
不顾自己家。”

虽能理解，听到的那一刻，还是有点难
受。后来我也想开了，总的来说，我和老伴衣
食无忧，身体还算康健，孩子们对我们也不
错。不必要求儿女啥都为你做到，没有十全十
美的子女，更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

不必要求儿女啥都为你做
赵海 退休老人

养娃为了自己老了之后有人照顾，我觉
得这是种自私的想法，凭什么为了自己的私
心要束缚下一代呢？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
希望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培养出优秀的下一
代，让优秀的下一代能够去创造更加美好的
社会，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网友“雪”

郭小迅 康寿老年公寓院长

别总想把儿女“拴”在身边

在外地的优秀子女，只要经常关心，父母也
会很幸福；“中不溜”的子女虽然在父母身边，也
不见得就孝顺。我们养老院有对老夫妻，有两个
孩子，但在国内的孩子一年中几乎不来，而在美
国的孩子，一年至少来看父母三四次。

最近，我遇到一个年轻人，母亲老年痴呆非
常严重。平时上班，他只能把母亲锁在家里，遇到
出差，就把母亲送到姨妈家。他想把母亲送到养
老院，但她的退休工资每月才两千多，自己收入
也不高，找不到好的养老院。所以说，即便子女在
身边，受限于经济条件，养老也没那么简单。

陪伴的方式有很多，不见得非得把儿女
“拴”在身边，关键是子女要时刻关心父母，让他
们觉得没有被遗忘。即便远在国外，也可以经常
打个电话、视频聊天，给老人买两件新衣服，带
点小礼物等等。幸福没那么难。

我常对儿子说，如果我将来老年痴呆了，我
接受你把我送到养老院，不过还希望你能经常
来看我，因为我相信，潜意识里我还在牵挂着
你，记得你是我的家人。

不管以何种形式养老，重要的是尊重老人
的自我选择。有的老人喜欢住在家里，有的老人

可能希望到养老院和不同老人交流，有的老
人希望到农村去养老、种菜，还有的老人希望
到外地旅游养老等等。

当养老机构养老渐成趋势，送父母到养
老机构可以适度减轻子女照护负担。

但将父母送入养老机构后，不能当甩手
掌柜。不少年轻人以为将父母送至养老院，就
万事大吉。因为长期的不关心，一些子女甚至
对父母的喜好都不太清楚。而一个被送到幼
儿园的孩子所受到的待遇截然相反：每天接
送，经常向老师打听孩子情况……

此外，“抱团”养老也是很好的模式。好朋
友、好姐妹、一个社团的人，只要志趣相投，都
可以抱团养老，大家一起玩，可以缓解心灵空
虚，相互扶持，各自的子女轮流来，相互带点
需要的东西，“共享”子女陪伴的感觉。

幸幸 福福 晚晚 年年 的的 筹筹 码码 押押 在在 哪哪 儿儿
《《养养个个““中中不不溜溜””的的孩孩子子最最幸幸福福？？》》引引发发的的养养老老话话题题

前段时间，本报《调查·观察》周刊以《养个“中不溜”的孩子最幸福？》为题，直击养老痛
点，引发广泛热议。

“中不溜”的孩子，工作不好也不坏，收入不高也不低，时间不多也不少，正好陪在父母
身边，随叫随到。

然而现实往往复杂得多，具体到每一个面临养老问题的家庭，更是千差万别。
最接近“中不溜”群体的“小镇青年”，似乎在生活与赡养父母上互惠互助，达到了某种

平衡；被迫成为“中不溜”的子女，为了父母放弃了在一线城市奋斗的梦想，有着自己的委
屈和不甘 ；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子女，可能需要承担金钱和时间的多重负担，进退两
难……

在外地的优秀子女，父母一定指望不上吗？留在身边的“中不溜”的子女就一定孝顺
吗？已经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邻国日本，是怎样解决养老问题的？本期议事厅邀请面临养
老问题的子女、父母、中日养老机构负责人，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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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婧宇 邱冰清 陆华东

▲ 10 月 28 日本报刊发报道《养个“中
不溜”的孩子最幸福？》，引发网友热议。

扫描二维码，看
《养个“中不溜”的孩子
最幸福？》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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