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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老中心内发现有人酷似去世的老伴

9933岁岁老老爷爷子子
每每天天窗窗边边看看““老老伴伴””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或因思念故去的老伴，痴痴趴在窗台守
望面容相似的老太太；或千里姻缘一线牵，靠
努力而争取到晚年的幸福；或甘做拐杖和眼
睛，陪着患病的心善“老伴”走过剩下的日
子……在老年公寓或养老服务机构里，他们
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努力追求晚年的幸福，力
图寻到更多的精神慰藉。

但是他们只是这个群体甚或老年群体
中幸福的个例。绝大部分老人因为儿女反
对、身体或经济方面的原因，遇到心仪的另
一半而不能在一起，最终郁郁而终。

给老人们更多追求晚年幸福的空间，
少一些世俗的偏见和阻隔，或许是我们唯
一能做的。

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吃
完早饭看报纸，余下的时间
或睡觉或散步，在烟台九如
苑养老服务中心内，93岁的
张学镇生活规律而文雅。

这和刚住进来有着很
大差别。5月21日刚入住，
张学镇几乎一刻不得闲，
得空就跑下楼，焦躁地在
院子里瞎转悠，任工作人
员怎么劝说也没用。

一年前，相守大半辈子
的老伴过世，给了他太沉重
的打击，原本精神头不错的

张学镇开始犯糊涂。
思念太深，刚住进养

老服务中心时，每晚睡觉
前，张学镇都会将两人间
房间里的另一张空床铺上
报纸躺上去，将铺好的床
位留给已故去的老伴。

“她会回来的，她回来
没地方睡不行，他总是这样
说。”护工马丽丽说，老爷子
这一深情的举动让不少人
红了眼圈。很长一段时间，
张学镇都无法从失去老伴
的痛楚中解脱出来。

74岁的刘梅(化名)退
休前在哈尔滨粮食所做
会计，老伴去世后，去年5

月她来到烟台投奔小儿
子，后来住进了恒达老年
公寓。

75岁的李东正(化名)

在走廊遇上脸生的刘梅，
两人简单打了个招呼算
认识了。一次，在食堂吃
饭闲聊得知两人是东北
老乡，两人的交往渐渐多
了起来。

初到烟台，远离生
活和朋友圈，也不习惯
这边的饮食，刘梅显得
落寞而悲伤。心情不好
就格外容易生病，连着
拔了3颗牙后，她还生了
蛇盘疮。

早3个月住进老年公
寓，习惯这边的生活，作
为老乡，李东正找刘梅谈
话开导。5月19日，李东正

“请缨”要带刘梅去海边
转转。

一回生二回熟，一身

正气的李东正打动了刘
梅。到海边转了一圈回
来，老年公寓的老人们开
起了两人的玩笑，刘梅顺
势“假戏真做”询问李东
正的想法。

和老伴相守过了40

多年，一年多以前老伴离
世，从牡丹江机关退休来
烟台奔亲的李东正立誓
绝不再续弦，刘梅的热情
被迎头泼了盆冷水。

“遇上合适的不容
易，要努力争取。”依然不
点头，她就再问。日子久
了，刘梅的好也渐渐打动
了李东正。去年9月，在征
得家人同意后，两人搬进
一间屋内，正式确立了关
系。

“就图有个伴，生病
时多个人嘘寒问暖。”刘
梅说，没想过登记，经济
也各自独立，就是想有个
伴，只求精神陪伴不图更
多形式，为的是给老年生
活带来更多慰藉和快乐。

就这么呆呆望着，不
言语也不吱声，眼神里全
是依恋。走廊的30米是张
学镇最温馨而浪漫的距
离，在心里将王兰芝认作
已故的老伴，使得他的老
年生活多了很多希望。

“老爷子心里老是记
挂王兰芝，每次回家小住
都着急回来。”九如苑养老
服务中心负责人杨敏说。

还有一次，孙子来看
望时，张学镇兴冲冲地拉
着孩子的手要去认奶奶，
把家人吓得够呛，以为他

精神出了问题。看到王兰
芝的一瞬间，家人才明白
是怎么回事。

偶尔，张学镇也会邀请
王兰芝到他的二人间坐坐，
在护工的陪伴下，两人依然
前言不搭后语地自说自话。

这一切，王兰芝并不
知晓。不论护工、记者还是
张学镇到屋里串门，她都
会拿出糕点来和大家分
享，亲手喂每个人吃下才
肯罢手。而这时一旁坐着
的张学镇总会不舍一眼地
任目光紧随。

尽管有不少老人在
老年公寓或养老服务中
心内顺利找到合适的另
一半，但绝大部分老人
因为身体、经济等方面
的原因的阻隔，无法寻
到另一半。

在开发区金东颐养
中心，130多位老人中仅
有一对老人冲破重重阻
隔顺利住进一个房间互
相照顾。而大部分“对上
眼”的老人都因身体或经
济原因受到家人反对，未

能顺利走到一起。
为 寻 得 更 多 的 精

神慰藉，金东颐养中心
二 楼 内 大 部 分 老 人 都
选 择 以“ 老 姐 姐 ”、“ 老
哥 哥 ”相 称 ，拉 近 彼 此
的距离。

“老人在一起更多的
是图有个伴儿，精神上互
相扶助。”金东颐养中心
负责人王敏敏说，因为岁
数大了，不能一起走太
久，大部分老人选择不登
记，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

能减轻家里的反对。
经济上各自独立是

选择在一起的老人们默
认的模式。有着 1 2年养
老服务中心工作经历的
杨敏说，两位老人的再
结合可能引起经济财产
纠纷，这是子女反对的
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阻
隔老人在一起的更多的
是身体原因。杨敏说，曾
有老人“看对眼”跟家人
商量要和对方合住，但
因 为 一 方 身 体 状 况 欠

佳，家人担心增加不必
要的照顾麻烦，最终只
能作罢。

恒达老年公寓的书
记刘子昌认为，老年人
再结合对老人的身体和
精神状况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但考虑到子女
的意见，老年公寓不会
主动倡导和牵线，不过
如果老人有意愿，工作
人员也会协助做好沟通
工作。

本报记者 孙淑玉

令人感动的痴望

静静隔窗看着

任嘴角浮上笑意

自己睡空床，给已故老伴留位

直到6月的一天，张学
镇绕着二楼走廊散步时，
在拐角的房间里遇到96岁
的王兰芝。这个长相酷似
已故老伴的人，给了他新
的盼头。

那天起，93岁的张学镇
多了个习惯。只要意识清
醒，每天下午他都会雷打不
动地挪到30米长外的走廊
尽头，隔着窗户望望屋里的
王兰芝，就这么静静地看
着，然后再默默转身回屋，
任嘴角浮上一丝笑意。

大部分时候，王兰芝
都坐在椅子上和屋里的老
伙伴闲聊，或者就这么背
身坐着，完全感受不到屋
外的目光。即使偶尔目光
迎上，她也只是简单地点
点头打个招呼。

有时，张学镇会鼓起

勇气到屋里坐坐。这时，王
兰芝总是急忙起身让座，
两人眼对眼地瞅着，前言
不搭后语地聊上一阵。听
力不好，又同时患有老年
痴呆症，每次的聊天内容
都会被忘记，下次见面两
人依然重复类似的内容。

更多时候，张学镇表
达感情的方式是送东西。
家里送了零食来，他总是
留一点送给王兰芝，赶上
屋里人多，他会悄悄从窗
户递上，看着“老伴”吃下
才安心。

“你自己吃，不用给别
人。”心里默认王兰芝就是
老伴，有时张学镇会忍不住
叮嘱。日子久了，不但零食，
有时他还会省下餐厅的饭
送给“老伴”，甚至他自己的
毛毯也会抱着送过去。

那一瞥的温馨，支撑他前行

不愿回家，还带孙子认奶奶

态度

遇上合适的不容易，要努力争取

从东北来烟台，老年公寓内两人“对上眼”

一家颐养中心内，仅一对冲破阻隔在一起
家人反对、身体或经济方面原因成为最大阻隔

A

有什么好吃的，张学镇和王兰芝两人都互相谦让着吃。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一看到“老头子”又来看自己，王兰芝就高兴地起身握
住他的手。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延伸阅读

B

于向敏的老家在栖
霞，两年多前随儿女来到
烟台，住进了恒达老年公
寓。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每天她都要按时注射胰
岛素，并发症严重，近年
来她几近双目失明。

本以为这辈子就会
在儿女的惦念和老年公
寓工作人员的照料中过
去，不曾想71岁时她迎来
了人生的春天。

老家栖霞、今年86岁
的李泳华曾在村里做了
20多年会计，爱干净的他
总爱穿件白衬衣搭上大
外套。李泳华性格外向，
爱说爱笑，寻老伴的唯一
要求就是心眼好。

今年5月，经人介绍
两人认识了。

考虑到父亲年龄太
大，而于向敏身体欠佳，
一开始李泳华的子女并
不同意两人在一起。“家
人是心疼我，怕我受累。”
李泳华说，他的身体一向

不错，日常买饭、照顾并
不是问题。在他的坚持劝
说下，家人动摇了。

“在一起就得有形
式，不能不成体统。”李泳
华说，虽然没领证，但是
双方子女和中间人一个
都不能少，他希望得到大
家的祝福而不是反对。

“我愿意做你的拐杖和
眼睛。”搬到一间小屋后，年
长15岁的李泳华成了于向
敏的眼睛和拐杖。平日里，
出门打饭，伺候老伴吃药打
针，李泳华一个人全干了。
善良的于向敏虽然不能处
理琐碎事物，却也总能劝导
李泳华，让他宽心。

“她老是劝我要保重
身体，不能太劳累。”李泳
华说，如今在老年公寓内
再寻老伴，只图有个互相
安慰的伴侣，谁付出多些
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点
滴的生活中互相扶助，疾
病不该是阻隔老人在一
起的原因。

迟来的陪伴

我愿意做你的拐杖和眼睛

86岁老人：患病不该是阻隔在一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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