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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愿愿添添乱乱，，瞒瞒着着子子女女住住进进养养老老院院
孤独和病痛，折磨着一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济南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张洪
涛表示，当前社会中，老年人心理上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与社会脱
节，让许多老年人有明显的丧失感
和被抛弃感。

面对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张洪
涛呼吁，全社会都应行动起来，重视
与关注老年人。近些年来，政府已经
出台了许多措施，比如老人日托等，
重视老年人的养老、心理等问题，为
他们尽可能地提供亲情关怀与心理
抚慰。其次，每个家庭都应该“以老
为尊”，子女即使工作再忙，也要常
回家看看，为家里的老人提供经济
和娱乐上的关心与支持。

同时，张洪涛提议，老年人自身
也要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首先，老
年人可以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个规
划，填补自己的空闲时间，培养运
动、书法、绘画之类的爱好。其次，老
年人要保持自身与社会的联系，找
到归属感。再次，老年人可以主动学
习一些心理健康及养生类的知识，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所谓“养生先
养心”，如果可以保持健康积极的心
态，许多老人的晚年都能生活得平
和愉快。

子女再忙也要

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虽然已写入法律
条款，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今年9

月，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四川“常回
家看看”首案中将儿子告上公堂的
老人还是没有盼到儿子回家探望。

在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陶冶
下，“常回家看看”其实是每个人的
心声，然而，现实情况是，现在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在远离家乡的外地工
作，为了生计而劳累奔波，与家里父
母的距离越来越远。“常回家看看”
受到时间、经济状况、交通等种种条
件的限制。

虽然该项法律条款的出台为诉
讼类似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
在执行方面，有律师认为，这实则是
对某些忽视老人行为的一种提醒或
约束，属于“倡导性法律规范”，可操
作性不大。对于大多数成员来说，它
还是发挥着彰显孝道和强调孝道的
作用，这是一种鼓励措施，而不是一
个制止和强制的刑法法律。

相关链接

“常回家看看”

入法更需入心

9月26日，市中区经八路三
箭瑞福苑小区，一位80岁的老太
太从10楼的家中不幸坠亡。知情
者称，老人刚因脑部疾病出院不
久，可能是怕拖累孩子，选择了
轻生。9月22日，匡山欣苑小区一
位82岁老人从21楼坠亡……没
有儿孙绕膝的孤独感、不堪忍受
的病痛折磨着他们的心理健康，
成为部分老年人心中无法言说
的痛。

孩子不能常来，自己出门找乐

早晨五点多准时起床，吃完早
晨在老年公寓的走廊里遛遛弯，甩
手1000下，活动一下僵化的关节，去

“隔壁邻居”那儿借来当日的报纸看
看。午饭过后，小憩一会儿，然后看
看电视，和老伙伴们聊聊天，晚上八
点熄灯睡下。

22日下午，记者来到济南苏式康
复老年公寓，见到了87岁的孙大娘。孙
大娘在老年公寓住了3个年头了，她
的一天大都是这样度过的，“过年过
节也没回过家，我腿脚不好，太麻烦。”

“儿媳的妈妈病了，需要人照顾，
不能让孩子两边跑，我主动来这儿住
的。”孙大娘提起孩子，赞不绝口。

早晨6点准时出门买当天的报
纸，然后去千佛山上溜一圈，看看大
肚子佛，转完了就回家。这是孙大娘
的邻居朱大爷的早晨。今天90岁的
朱大爷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留着花
白的胡子，是大家公认的乐天派。他
喜欢坐在摇椅上前后摇摆，还喜欢
玩手球，“千好万好不如心情好，没
事儿就得自己找乐。”

对于为什么来到老年公寓，朱
大爷不愿意提及。老人体谅自己的
儿孙们工作繁忙，“孩子不来看我的
时候，心里也想啊。想的时候不能自
己发闷，就出去走一圈。外面到处是
乐，就看你会不会捡啦。”

“我们不缺钱，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精神上的慰
藉。”22日，住在济南仁寿老年公寓的胡大爷说。

“我的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伴在七八年前去世
了，如果她还在，我就不会这么孤单了。”75岁的胡大
爷说到这里，眼神里多了一分哀伤。胡大爷入住老年
公寓，并没有告诉子女。“我怕他们心里有负担。”老
人的腿经常胀痛无力，又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便独自
联系老年公寓搬了过来。

他坦言，自己不想和子女一起生活：“非常拘束，
一天要扮演许多角色。”胡大爷还有位90多岁的老母
亲，因为现在自己上了年纪没法侍奉母亲，只得委托
给儿子照顾。

胡大爷刚到老年公寓的时候，非常不开心：“我
感到很孤独。尤其是晚上吃完饭后，到睡觉之前，这
么长的时间没有事情可做，人就会有许多悲观的念
头。而且，看到那些已经不能下床活动的老人，我会
想，我将来肯定也是这样的。”

慢慢的，胡大爷和这里同住的老人们渐渐熟悉
起来。“白天的时候，我们几个能走动的常在院里的
长椅上聊天，说说笑笑，心情就会变好。现在我慢慢
开始找到了家的感觉。”

怕给孩子添乱，他住进养老院

一位长期照顾重病老人的看护告诉记者，这些老
人大多身患重病，终日呆在房间内，除了吃药、吃饭、睡
觉，每天都在熬日子。不堪忍受病痛时，老人会沮丧地
念叨，“我怎么还不死？”“我是不是快不行了？”“我这病
要熬到什么时候？”

“得病后，老人的性格脾气会有很大的改变，会变
得很暴躁很悲观。有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就要发火，甚
至开口大骂医护人员。”看护人员说。

23日下午，记者在燕柳老年公寓见到了李大爷。大
约15年前，李大爷感觉脑子经常会不舒服，去医院检查
发现得了脑血栓。无奈之下，李大爷退休在家休养、看
病，病情严重时，住进医院打针治疗。随着身体情况的
恶化，李大爷的两腿失去了活动能力，右胳膊逐渐麻痹
只能蜷缩在胸前，面部也开始僵化。

“以前，我经常出门到处逛，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了，哪里也去不了。”李大爷说起话来很吃力。15年来，
老人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能随着自己的兴致出
门成了奢侈的事情，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家看电视来打
发。病痛的折磨让老人变成了“暴脾气”，“心情不好，有
时候就想发脾气，朝老伴、闺女发火。”李大爷说。

遭受病痛折磨，脾气变得暴躁

老年公寓里，老人坐在一起
互相逗乐，笑起来像孩子一样淳朴、
可爱。 本报记者 韩笑 摄

本报记者 韩笑 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刘宵云

专家观点

不该遗忘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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