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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老人

因孤独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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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

“独居老人的精神问题，更需要引起关
注。”济南心理卫生协会会长张洪涛说，老
人上了年纪，自身价值感会降低，再加上身
体机能的衰退，容易导致精神压抑。而独居
老人由于长期被疏忽，无法排解，更容易引
发精神问题。

今年5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了《中国家
庭发展报告(2015年)》，其中空巢老人占老
年人总数的一半，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
的近10%，与配偶居住的老人仅占41 . 9%。省
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省并没有
统计确切的独居老人的数量。

高龄、失能以及失独老人都获得了相
应补贴，虽然去年我省有关部门曾提出独
居老人有望获补贴，但目前，独居老人仍然
没有补贴。

“其实，很多独居老人并不缺钱，他们
缺的是精神的照料和安慰。”省老龄办相关
负责人说。

公益组织“爱心传递热线”曾发布精编
的《老年人心理解码》，创始人徐坤在发布
会上透露，在一项对35000个老人心理求助
电话统计分析中，超过40%的独居老人有
抑郁症倾向，其中有48%是因为老人长期
独居的孤独引起的，心理问题严重地影响
了老年生活质量。

据了解，我国每年有超过10万名年龄
在55岁以上的老人自杀，老年人已经成为
自杀率最高的人群。在热线救助过程中，也
经常遇到老年人有自杀倾向的“危机”。对
35000个救助电话的分析显示，有48%的老
人是因为孤独而导致抑郁。此外，与子女矛
盾、生理机能丧失，是导致老人抑郁的另两
大原因。在统计的抑郁老人中，他们的比例
均是26%。

张洪涛常到社区为老年人做公益心理
咨询，他认为，应该引导独居老人多参与社
会活动，提高他们的社会价值，发挥社会组
织作用。“更重要的是，子女应常回家看
看。”张洪涛说，“再多的关爱也替代不了亲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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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人的一天

只只能能跟跟电电视视节节目目说说说说话话
有人来访，一会儿说了

一天的话

18日一早，天还没亮，住在济南
市舜玉小区南区的朱明华已经开始
了她的一天。在这个三室一厅的老
房子里，几年来都是只有这位今年
已经83岁的老人一人住着。她每天
早上5点钟起床，洗漱收拾，6点开始
听新闻广播，一天的时间便这么开
始了。

“平常轻易也没有人来，楼长不
时便会过来看看。”老伴去世7年多
了，这个简单但看上去还算干净的
房子有些冷清。吃过早饭，老人捣鼓
起阳台上的几盆花，“别看少有人
来，但我这一天挺忙活，拾掇拾掇、
打扫打扫，一天天的时间便这么打
磨过去了，活永远也干不完。”

1991年，从章丘明水的农村回到
城里，老太太便很少再回老家，三个
孩子留在了农村，如今也少有机会
看看这位老人。“他们打电话我都不
让他们来，我在这也很好，他们来一
趟又得花钱。”每个周末，在济南培
训的外孙女回来看一看老人，“每次
能待一个小时，听新闻的收音机也
是孩子买的。”

两台有些陈旧的收音机，老人
都调到了固定的频道，中午到来，打
开一台，老人集中注意力听了起来，

“早上听了，中午听，晚上还得听，一
天得听七八个小时，但新闻重着的
非常多。”

不过有人来访，老人打破平日
的习惯，更乐意多聊一聊，从60多岁
的大儿子说到40多岁的小儿子，再
说到重外甥女，对着意外来访的陌
生人，老人说起话来没有停下的意
思。擦一擦重外甥女的照片，老人满
脸堆着笑，“有段时间没见了。”

“一会儿工夫比一天说的话都
多。”身体尚算结实，坐在椅子上的
老人说着说着便凑到了记者的跟
前，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有人来聊
聊天，很高兴。”一路将记者送出楼
道，老人还没有回去的意思。

孤独久了，习惯了一个

人

与朱明华住在同一个小区，同
样独自一人生活着，72岁的闫雪（化
名）老人显得更孤单一些。没有孩
子，老伴也去世了十几年，刚从心脏
手术中康复不久，她简单吃过早饭，
便坐在沙发上看起电视。电视上频
道换来换去，没有太感兴趣的，但她
依旧这么开着，显得这个房子里热
闹一些。“天气好点的时候出去买菜
路过小公园看看人家打牌，和路边
上卖地瓜的拉拉呱，但天气不好，也
懒得出去了。”

说起一个人的生活，老人一声
叹息，她说已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

“要不怎么办呢？”一天的生活，老人
安排得井井有条，到点干什么事情
每天都是固定的。身体不好，每天都

得吃药，老人在每个药瓶上都写好
了吃药的时间，“年纪大了，一个人
过日子，不写好，一糊涂说不准就给
吃错了。”临近中午，迈着略有蹒跚
的脚步，老人准备做午饭，拿出早上
出去买的白菜，小心地清洗着，“一
个人生活最怕的就是生病，8月底在
家洗着澡突然就听不见了，给老家
的侄儿打电话，却听不见里边说话，
幸亏老家侄子赶紧打电话找在济南
的侄子来看看，才给送去了医院。”

年纪渐长，老人也愈加觉得力
不从心，从去年起便打听哪里有合
适的敬老院。“公立的不好进，今年
生了一场病，也把钱花了个差不多，
先攒几个月的钱到时候再说。”一个
人独居多年，老人不太愿意过太受
拘束的生活，但没有亲人陪伴，老人
也有些无奈，在济南的侄子偶尔来
看看，有些事侄子也帮着跑跑，但老
人心里总觉过意不去，“他和孩子自
己还开着个店，也不能让他老跑。”

平时老人喜欢打麻将，打打牌，
但天气越来越冷了，腿脚也不太灵
便，老人尽量不下楼。“下午午觉醒

来电视上就有打够级的，以前是斗
地主，每天都看一看，也跟着电视上
自言自语地说说话，够级打完了，也
便该吃晚饭了。”

只有老家的菜园让她

不心慌

17日下午，在东仓这个位于济
南市中心的小区里，71岁的曾宪美
从老家历城区张马屯自己开的菜地
里匆匆回来了，有些陈旧的藏蓝色
外套上也沾了一点老家的泥土。两
年前老伴去世，老人独自生活着，只
有在自己在老家开辟的那块小菜地
里，老人才觉得心里没那么慌。“有
这点事情记挂着，自己的心里也算
有个寄托。”

“这辈子过得太不易。”结婚后
近20年，老人都住在农村的娘家，后
来进了城，儿子依旧留在了农村老
家。”张嘴笑着，老人却忍不住抹泪，

“儿子说我在城里有啥难处就跟他
说，下岗的女儿怕我孤单，让在济南
上中学的外孙女晚上陪我睡，但俩
孩子过得都不易，人老了，也不能连
累他们。”

心没包好的大白菜、长得不太
规则的胡萝卜……自从两年前老伴
去世，老两口生活所依赖的每月2000

元退休金便没有了，除了低保金，曾
宪美的这块小菜地便成了补贴家用
的一块宝贝。

每周总有那么三四天，她会乘
坐济南8路或106路的公交车，往返于
市中心和市郊之间，“有时一待就是
半天，中午有时买点吃的，有时捎瓶
水、捎个馒头就解决了。”

东仓小区的家还算亮堂，只是
老人不愿独自在家待着，“一个人就
会胡思乱想，到楼下走走吧，走到哪
儿都想起老头，和别人拉拉呱儿，一
开口就掉泪。”18日，前一天摘来的
菜还没吃，老人也没再去菜地。在
桌子上，一个矿泉水瓶里插着几朵
已经快要凋谢的花，这也是老人从
自己菜地里摘回来的，“摘回来的
时候还是骨朵呢，快干了也没舍得
扔，不在菜地的时候，摆弄摆弄自
己种的这些菜呀花呀的，也打发一
下时间。”

在繁华喧闹的城市
里，他们独自守着那一
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
地，岁月的打磨，让他们
已经不起太多风雨。在
城市的角角落落，一个
个独居的老人用他们自
己的方式消磨着有些孤
独有些冷清的晚年时
光。学着适应孤独的日
子，对着电视聊聊天，用
一天天的忙碌抵消生活
的孤寂……一个个独居
的故事中，每个老人都
有几多无奈。

本报记者 尹明亮

一段时间不见，朱明华想起重外甥女就擦擦孩子照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在家没事，曾宪美摆弄着自己菜地里种的菜。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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