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过年年回回家家，，给给咱咱爹爹咱咱妈妈送送点点啥啥？？
带父母旅行、送保健品、送数码产品，礼物越来越潮

再再忙忙也也要要回回家家过过年年，，别别让让老老人人守守““空空巢巢””
失能、半失能老人不少选择在养老院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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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送时尚：

90后女孩带父母旅行

小耿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今
年已经是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了，往
年春节，小耿都是给父母包个红包，
爸妈想买什么就让他们自己选，不
过今年，小耿用带父母旅行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孝心，小耿预订了假期
一家三口去台湾的旅行团。

“今年妈妈迷上了旅行，年假的
时候跟妈妈一起出去旅行过一次，
感觉妈妈很喜欢这样的休闲方
式。先是自己找攻略，规划线路，
旅行中又是发朋友圈、晒风景美
食，妈妈的朋友都说她越活越年
轻时尚。”小耿说，“我平常也没有太
多时间陪父母，就趁着春节带他们
一起出去转转。”

春节带父母外出过年逐渐成
为一种时尚。山东国信国际旅行
社张晓国介绍，春节期间，孩子带
父母出游的情况越来越多，能占
到总出游人数的一半以上，而这
些家庭出游中，又以出国游为主，
国内游仅占家庭出游的三分之一
左右。“通常都是孩子到旅行社报
名，全家一起出游。带父母出去一
般会选择天气比较暖和的地方，
比如泰国、马来西亚，再有就是海
岛游，日韩两国也是比较热门的
旅行地点。”张晓国介绍，大家选
择出行的时间也颇为集中，“年初
二出发比较多，一般都是在家过
完除夕，初二跟老人一起出去旅
行。”嘉华旅行社张明说，孩子带
父母出行的情况占到60%以上。

提前一周就忙活

等着孩子回家来

2日，在历城区绿景嘉园社区，居
委会主任孙薇来到81岁的空巢老人
付仁远家中，送去了对联和“福”字，
这已经是每年的惯例。

付仁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济
南，小儿子在江苏省常州市成了家，平
时老两口在一起生活，大儿子不时过
来看望。

“今年除夕大儿子来过年，就不只
我们两个过了。”付仁远笑着说，孙子
在德国上学，平时大儿子也是空巢老
人，凑在一起过，也就热闹了。而由于
前段时间付仁远的老伴生病，小儿子
回来照顾了一个星期，今年过年他就
不回来了，这多少让付仁远有些遗憾。

离着过年还有几天时间，济炼社
区的82岁独居老人奶奶开始洗窗帘、
沙发座套等。今年，她在加拿大的小女
儿要回国陪她过年，让她高兴得甚至
睡不着觉。“两三点睡不着，就起来把
窗帘拆下来洗。”

孙薇说，社区大约有40多对空
巢老人，大部分老人的儿女都在临
近除夕时赶回来，陪老人过年。“幸
福魔方”老年人社工项目负责人赵琰
说，社区内有80位重点服务的老人，
基本上都有孩子或亲人陪伴过年。

70岁老人独自出门 坐火车找孩子过年

“八成以上的居家空巢
老人，都有儿女陪同过年。”
济南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社工、甸柳二居项目负责人
韩凤丹说，有的儿女从外地
赶回来过年，有的老人则是
年前就被儿女接走了。

付仁远说，以前过年，自
己和老伴就坐火车去常州找
儿子，住一个月再回来。

“孩子在外地太忙，没

时间回来过年，老人又想孩
子，就会去找孩子团聚。”孙
薇说。

绿景嘉园社区居民王琳
今年70岁了，儿子在北京乐
团上班，今年又无法回来过
年。王琳干脆买了一张高铁
票，在腊月二十八那天出门，
到北京与儿子团聚。

与王琳不同，临过年还
有半个月，7 8 岁的张青就

被女儿从淄博接到了济南
过年，她的三个儿女都不在
身边，老伴去世早，平时只
有一个人生活，甚至连说话
的人都没有。在她看来，春
节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日
子。

而张青的亲家唐远，也
提前从博兴的养老院搬出
来，到了小儿子家，准备初十
再回到养老院生活。

子女到养老院

陪父母过春节

然而很多在养老机构生活
的老人，则是选择在养老院过
年。济南森海颐养苑副院长周
女士说，按以往的经验，80%的
老人都会在颐养苑里过年。“老
人吃住用的东西，基本都搬到
院里了，再搬回去过年也比较
麻烦，有的老人的房子没有集
中供暖，所以老人更愿意在颐
养苑里过年，子女在除夕或者
春节过来跟老人一起过节，初
二初三带老人出去玩两天再回
来。”周女士说，有的子女会在
春节前就过来看望老人。

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来
说，养老院就成了他们固定过
年的地方。“无法自理的老人回
家过年的比较少，过年本来就
比较忙，亲人很难有更多的精
力照顾老人，再加上失能、半失
能的老人对护理的要求比较
高，需要规律的睡眠和生活，所
以基本上都选择在养老院过
年。”济南好佳园老年颐养院主
任李德建说，不少子女带着小
辈经常在除夕或春节来看望老
人，但更多的是在年前就过来
探望老人。

“比如前几天，一位失能老
人的三个孩子，分别从上海、北
京等地过来看望老人，他们在
当地都有家，过年的时候他们
就要去各自的城市，所以一起
来和老人过年并不现实。”李德
建说。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作为子女，大家早已为家里老人准备好了节日礼物。小到衣
服、足浴盆、按摩器、营养品，大到洗碗机、智能手机、消费卡、节后旅游团……真是只
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本报记者 张玉岩

随着春节的临近，不少空
巢老人也都开始忙活起来，有
的忙着收拾卫生，有的忙着赶
去与孩子团圆。对于他们来说，
春节的团聚，是他们一年里最
期待的日子。

本报记者 陈玮

送礼送健康：保健养生再多也不嫌

除了带父母外出旅游，
还有为父母购买保健用品
的。“我爸妈常说这个年纪身
体最重要，平常爸妈也喜欢
看养生节目，所以每年春节
我都准备一些有益他们身体
健康的礼品。”市民小李说。
去年，小李买了一款血压计
还有一些保健品，今年，小李
网购了一款5000元的按摩椅

送给父母，按摩椅可以进行
肩颈和全身各个部位按摩。

小李的妈妈颈椎不好，
一犯病就头晕，而爸爸腰椎
也不是很好，虽然家里也有
烤灯和颈椎按摩仪，但小李
想今年更进一步，买一个全
身按摩椅，平常父母也能用。

记者从某电商网站平台
上看到，不少按摩椅都趁着

过节大打折扣，记者看到一
款4000元左右的按摩椅，月
成交量有520多台，通过评价
可以看出，大多数消费者都
是买来送给家中老人。

保健养生产品也大受青
睐。市民小唐今年就买了一
些中草药带回家，“以前是买
阿胶，今年又流行起送中草
药，就给父母买一些回去。”

王志超是某品牌服装公司
的区域销售总监，每年过年他
总是不忘给长辈们准备好礼
品。“往年送衣服送得比较多，
妈妈的很多衣服都是我给挑选
的，可是每年都送衣服显得太
单调了。”今年王志超刚刚当上
销售总监，收入比往年也是翻
了几番，想到妈妈用的手机太
老旧，王志超决定今年送一部
智能手机。

“今年还是买一些可以帮
他们提升生活质量的东西，母
亲年龄虽已偏大，但还是有一
颗追逐年轻的心，她经常问我
微信、微博怎么玩，想到她的手
机不太好，就想给换个好一点
的智能手机。”王志超说，今年
回家准备教妈妈怎么发红包。

“我们有个家族QQ群，家里其
他长辈都会发支付宝红包，妈
妈连账号都还没有，常常看着
群里发红包干着急。”

对于礼物，老人们看重的
更多的是儿女的陪伴。“我们啥
也不缺，就盼着孩子们多往家
里打几个电话，偶尔‘常回家看
看’。孩子们工作忙，我们很理
解，可这心里总是盼望着他们
的电话。”小王的妈妈崔女士告
诉记者，“我们哪是见到礼物惊
喜，是看到孩子心里高兴呀。”

送礼送新潮：

给爸妈送数码产品

济南一家大型超市，市民在新开张的年货大街选购商品。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张熠辰 摄

绿景嘉园居委会主任孙薇给空巢老人送“福”。 本报记者 陈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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