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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齐鲁晚报读者
生活馆内召开了每月例行的
VIP读者交流茶话会。

活动当天，齐鲁晚报生活
馆员工和读者们围坐在一起，
品尝美味点心，畅聊幸福生
活，对生活馆未来的发展建言
献策，场面十分温馨、热闹，充
分展示了晚报读者生活馆爱
老、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
德，让读者享受集体大家庭的
温暖。

茶话会上，读者们自觉踊
跃的上台为大家表演歌唱、快
板、歌舞等文艺节目，生活馆的
员工把排练好的相声、小品表
演给大家，茶话会上始终充满

欢声笑语……读者王阿姨说：
“这次茶话会，我们玩得很开
心，晚报读者生活馆还给我们
准备了精美的礼物，谢谢齐鲁
晚报读者生活馆给我们的老
年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作为服务齐鲁晚报读者
的公益交流平台，齐鲁晚报读
者生活馆自成立以来，不断扩
大服务范围、延伸服务触角，
围绕读者生活所需，展开了以
服务读者为基础的多种形式
惠民活动，深受读者欢迎。从
成立之初到现在，服务了上千
名VIP贵宾读者。作为齐鲁晚
报读者生活馆的VIP会员，可
以享受到免费读报、特价旅

游、低价购物、文艺演出、解决
就业等诸多会员权利。为回馈
VIP会员读者，齐鲁晚报读者
生活馆每个月都会在馆内召
开茶话会，同时还有精美的礼
品相赠。

在今后的发展规划中，齐
鲁晚报读者生活馆将举办更
多形式各样的公益惠民活动，
不断丰富读者的物质和精神
文化生活，始终坚持以本报为
平台，服务新老读者，紧紧围
绕读者的需求，最大限度延伸
服务链条，提高读者满意度，
让广大读者的夕阳生活尽放
光彩，为构建和谐社会增添一
份力量！

齐鲁晚报读者生活馆招聘
齐鲁晚报读者生活馆面向济南各大院校应届生提供就

业岗位，如果你是应届生，还没找到工作，可以来电咨询，具
体招聘信息如下:

生活馆主任

底薪6000+奖金
要求：
1、积极上进 有团队意识
2、有责任心 诚信者
3、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生活馆主管

底薪5000+奖金
要求：
1、积极上进 有团队意识

2、踏实肯干 有责任心
3、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媒体文员

底薪3000+奖金
要求：
1、性格开朗 善于沟通
2、勤奋自信 品行好
3、男女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
联系电话：

0531—87500199
1 5 0 0 6 6 8 6 8 5 1

生生活活馆馆举举办办VVIIPP读读者者茶茶话话会会

齐鲁晚报读者生活馆“暖
冬公益捐衣物”活动自启动以
来，受到了济南市爱心读者的
积极参与和响应，每天都有读
者陆续带着自己的衣物，来到
晚报读者生活馆进行捐赠。如
果您有不想穿的，穿不着的旧
衣物，请把它们捐给贫困山区
的人们，有您的一件旧衣物或
一副旧手套，他们这个冬天可
能就不冷了！截至目前，共收
到各类衣物千余件。

诸多齐鲁晚报的读者纷
纷赶到生活馆，送来御寒的衣
物和一些过冬用品，用自己的
爱心汇聚成一股暖流。家住生

活馆附近的孙阿姨说：“自从
知道这个捐赠活动后，我早就
将家中闲置的衣服、围巾、手
套、鞋子等御寒生活用品进行
了清洗，就等着今天带过来捐
赠了。”

在活动现场，刚捐完旧衣
的方叔叔告诉我们，他从朋友
那儿得知今天的活动后，特意
起了个大早和老伴一起送来
了家中闲置的旧衣物。方叔叔
说：“现在大家衣服买得多了，
有些尺寸或者颜色买得不是
那么合适的都搁在那里，都还
蛮新的，扔了多可惜，想捐也
不知道捐哪里，现在集中捐赠

就方便多了！”
活动期间，来捐赠的读者

络绎不绝，生活馆收到了非
常多的御寒用品。这些衣物
在捐出后，都会在第一时间
由馆内员工打包装车，快递
送到专业公益平台进行消毒，
再统一安排发放到需要帮助
的贫困地区。

晚报读者生活馆希望通
过此次义捐活动，引起人们对
贫困地区的关注，从而带动更
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行列
中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传
播更多正能量，把爱心接力棒
传递下去。

爱爱心心捐捐衣衣物物 温温暖暖传传万万家家
读者生活馆向困难家庭捐赠御寒衣物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范佳

异地带孙辈，老伴
儿成最大牵挂

6日一早，一岁半的外孙女
醒了，刘秀荣把她从女儿身边
抱走，好让女儿再睡一会儿，她
带娃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刘秀荣今年58岁，从外孙
女出生，刘秀荣就从临沂老家
来到济南生活。照顾女儿月子、
照顾外孙女，头两个月孩子不
睡觉，她抱在怀里一直哄，一两
个小时是常事，有一天竟然从
傍晚五点一直抱到晚上十点。

起初的忙乱让人疲惫，刘
秀荣一度忘了老家的牵挂，慢
慢 上 手 后 ，她 开 始 惦 记 家
里——— 老头子和小女儿。

刘秀荣的丈夫身体不太
好，小女儿经常加班到很晚回
家，丈夫总是凑合着吃。

“孩子爸爸今天吃得怎么

样，小女儿平安到家了没有”，她
每天都要想一遍这些问题，微信
视频聊天成了每天的必须。

有一次，丈夫骑自行车发
生了点交通事故，这让她心疼
得不行，动了要回去的念头，丈
夫反复说：“没事，不要回来”。
其实，在视频时，她清楚地看到
丈夫额头上有块疤。

“能感觉到被关心
就满足

严红霞和刘秀荣的经历几
乎一样，她也在济南带孙子。最
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那口子。
她的丈夫还在上班，每到周五
就从德州乐陵赶到济南，周日
再回去，对他来说，周末就是全

家团聚的大日子。
刚来济南时，严红霞是很

不适应的。因为性格外向，她有
很多朋友，在老家喜欢和闺蜜
们一起玩，没事打打牌之类，但
到了济南后，忽然封闭在一个
小圈子，儿媳妇也忙得不顾上
跟她说说话，有时候还与儿媳
妇在育儿观念上有冲突，让她
一度情绪低落。

后来，随着孩子一天天长
大，严红霞才开始找到乐趣：“孩
子大了，可以与人交流，自己有
成就感”，小区里这样的老人很
多，严红霞逐渐结识了新朋友，
儿媳妇也经常和她交交心，这
样，她的心又逐渐开朗了起来。

刘秀荣的爱好则只能先放
一放了。她最爱跳广场舞，在老

家时每晚都跳，但在济南，跳舞
的时间恰恰要哄外孙女睡觉，
只能放弃。

日子还在继续，刘秀荣和
严红霞都觉得，眼前的小家伙
真是个“甜蜜的负担”，他们一
天天长大，她们也一天天老去。
观念的冲突、生活方式的转变，
这些都可以调整、适应，而在这
个过程中，不论是在城里带娃
的她们，还是在老家“留守”的
老头子们，也需要被关注，“其
实也不需要给多少钱，只要能
感觉到被关心就满足。”

专家：
付出要适可而止

对此，济南市心理卫生协

会秘书长张洪涛表示，老年人
离开老家帮子女带孩子面对的
最大困难是生活环境的不适
应，既有的生活方式、节奏、饮
食、周围人员的改变让他们无
所适从。张洪涛强调，老年人应
该有自己的老年生活，老年人
有说“不”的权力。子女请老人
帮忙带孩子，应该是有阶段性
的，而不能把养育孩子的责任
都推给老人，当下很多少年儿
童身上存在的问题都是因为和
父母关系的断裂导致的。

山东中医药大学一位心理
学专家则分析，离家带孩子的
老人在心理上是缺乏支持和归
属感的。再加上对老伴生活情
形的焦虑，对老家的牵挂担心，
可能常常莫名流泪。长期的负
面情绪会让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亮起红灯针对这种情况，从老
人角度来说，应该意识到，帮忙
不是替代，要适可而止地付出。

如果您或您的父母也面临
着步入老年的困惑和难题，或
者您有好的方法和建议，可以
拨打96706或85193749联系我
们。也可以关注“齐鲁健康大讲
堂”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当父母老了，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面对着怎样的困惑，经历着怎样的难题？当我们忙于事业的奔波，疲于孩子的养育，，是否想起，家
里的父母，也在等待着一份安慰和理解？是否也在努力摆脱年迈带来的束缚。我们走近不同的老年群体，倾听他们内心心的声音。

帮儿女带娃成“老漂族”

老老伴伴受受伤伤，，她她只只能能在在异异乡乡心心疼疼

编
者
按

齐鲁健康大讲堂

对于不少离开老
家去子女家“上岗”带
娃的老人来说，曾经满
心期盼的“小宝贝”也
是他们“甜蜜的负担”，
对老伴儿的牵挂无处
倾诉，归属感的长期缺
失会积压不少心理问
题。专家建议，老年人
为子女帮忙不是代替，
应有自己的生活。

在游泳馆里，一位老人正为孩子忙碌着。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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