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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如何养老

丘T柿所田查年芏滔

郑 筠

提起养老 ,不外有两种方式 ,(原住地小区养老或疗养院养老),养

老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生活管理—如吃 ,住 ,洗 ,扫等诸多生活细节和

家人的照顾。2)医疗管理 ,小病有医生的处理 ,大病送医院。3)特殊护

理 ,主要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 ,目 前多数干休所的老人已不与子女同

住 ,子女一般都要上班 ,很难有精力 ,周 到地照顾老人。两种养老方式各

有利弊 ,要视各个家庭的情况而定。

我们由部队离休 ,离开工作岗位后 ,集中安排在干休所里 ,因 此又

多出了一个干休所养老方式。干休所是部队团级行政机构 ,即使在地方

也属于军队系统 ,有所长,政委 ,医务室 ,财会室 ,房修 ,生活等部门,还

有士兵等编制。它的功能有 :

组织所内老干部及工作人员学习,传达上级文件 ,听多种形式的报

告 ,过组织生活等。

服务项目:

物业管理——所内的道路 ,房屋以及电路设施的维修 ,所 内的绿

化 ,老干部出行的车辆管理 ,和所门口收发室的信件管理 ,及人员的安

全管理等。

生活管理——组织旅游 ,外 出购物 (超市等),食堂管理 ,节假日的

慰问等 ,以及所有为老干部提供便利的安排。

医疗管理—— 日常看病取药 ,定期身体检查 ,每周去指定医院会

诊 ,若有老干部遇到突发事件时,及 时派车转送医院,所内配各有 3名

医生和 1名护理。

老干部的个人护理和家务的安排 ,都 由自己解决 ,个人的家庭事务

不包括干休所的规划里。干休所养老是一种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居

家养老方式 ,它与疗养院养老 ,小 区养老均有所区别 ,目 前离休老干部

都以这种形式养老。
·1·



笛 当 菠 陴 派

丘第荣

退休了,老婆死了,没有家了,犹如一条丧家之犬 ,寄住儿子家。孟

子说 :“
·⋯ 五̈十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我现已九十 ,当与世无争 ,甘

当个投降派 ,这样会过得舒服些。

身居陋室 ,远离多年的同学、同事、朋友、幸好 ,托科学发达之福 ,有

电视、电脑、电话、收音机、还有音响、书报 ,并不与世隔绝 ,君子不出门 ,

不但能知天下事 ,还能和外面交流。不感孤独。

电视 ,天气预报必听,体育节目,在奥克兰爱看橄榄球比赛和日本

相扑。相扑运动员二十岁左右 ,却体重两百多公斤 ,走路都困难。斗起

来去 ,就像两团肥肉黏在一起 ,劲头不小 ,被摔到地上 ,半天爬不起来 ,

煞是有趣 !

电脑一天也离不了,每星期四网上聊天 ,广州的、上海的、北京的、

大连的、南京的、南宁的、台湾的、美国的,各处的级友一起聊上个把小

时,实在是快事!平时则和海外儿子及亲友互通电邮,交流信息。兴致

所至 ,写写狗屁
“
文章

”
,不发表 ,就可以肆意借以发发牢骚 ,骂骂人 ,发

泄完了,身心舒畅,体内激素分泌少些 ,免疫力不受损害,对身体有益。

医生说的。

手机实在太方便了,坐在沙发上 ,随时拿起来 ,就可以同世界上任

何亲友通话 ,少则三两分钟 ,多则个把小时 ,“煲电话粥
”
,不亦乐乎 !

我爱看书 ,在退休的二十三年中,浏览了世界通史 ,中 国通史 ,部分

资治通鉴 ,犹太教和三大宗教兴衰史 ,学了些诸子百家的党史。也看了
“
古拉格群岛

”
。看此书后 ,深感希特勒太笨 ,杀人花那么多钱 ,却没有从

而得到半点产值 ,当然 ,大跃进就不必谈了。人类历史是一个是非难明 ,

真假难辨令人眩晕的漩涡。我曾就此请教一位历史学家 ,问他 :“历史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说 :“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懂了 ,“何必问?”他

没有说。
·2·



工作期间没有时间看小说 ,退休了就恶补一番 ,只看经过百年考验

的古典小说 ,也读了
“
金瓶梅

”
,下流淫秽文字不如我预想的那么多 ,不

知是否因为我看的是盗版?虽然以描写西门庆荒淫无度的生活为中心 ,

但从中可以了解当时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和风俗。此书成为一个很有

价值的研究的课题。潘金莲太冤枉 ,她实际上是一位县长的夫人 ,贤惠

善良的女性 ,亲手把武松从小抚养成人 ,武松没有杀嫂 ,他只是打死杭

州一个被誉为
“
老虎

”
的恶霸 ,因此人狱。并死于狱中,仅此而已。一个

与县长不和的小官员 ,逃 出县境 ,在茶馆对她造谣中伤 ,众多的说书人

如获至宝 ,争先恐后 ,添油加醋 ,层层加码 ,竟演变成如今的一个如此荒

诞故事 ,代代相传 ,家喻户晓,哀哉 !

如今 ,金瓶梅应该出新版 ,有大量的
“
西门庆

”
,而且层次更高 ,内容

更丰富;官场现形记 ,儒林外史也应出新版 ,胜于蓝 ,没有问题。李宝嘉 ,

吴敬梓当自愧不如。

看书 ,看电脑容易使血压上升 ,我就听音乐 ,主要听古典乐音 ,偶尔

也听听
“
何日君再来

”
或

“
夜上海

”
,有人说

“
夜上海

”
黄色 ,那恐怕是过去

的唱词 ,现在的唱词的阶级意识明确 ,一点也不黄 ,还可以说是
“
红色

”

的了。

听音乐可以降血压 ,但散步的效果更佳 ,又是很好的运动,常看到

有人在院子里兜圈圈,还做各种动作 ,我觉得有点像神经病 ,不 自然 ,便

以各种借口逛马路 ,比如寄封信啦,买包花生米啦!或者买点什么的。近

处可以买到的,到远处买 ,一次可以买完的,分几次买 ,这样就能多走些

路。去菜场小摊贩买东西 ,常常可以和摊主聊聊天 ,附近有个广场 ,广场

有两棵大树。夏天 ,烈 日当空 ,树荫下凉风习习。有几个擦皮鞋的娘子 ,

都是些长舌妇 ,我也特意去多擦几次皮鞋 ,既聊天又乘凉 ,一乐也 !有一

次 ,遇上一个小同乡,谈到我离家乡五十年了,他就问我去当兵了吗?我

心笑在肚 ,觉得很有趣 ,但我理解 :我们那穷地方 ,年轻人生活无着 ,当

兵是一条好出路。连我家的保姆 ,发现我饭吃得快 ,也问我是否当过兵?

我就顺水推舟 ,说当过 ,只是没有打过仗 ,并利用中学时军训得到的一

些知识 ,编造点故事 ,哄着和他们玩 ,很有趣!大半辈子困在高等学府 ,

·3·



现在有机会和底层社会百姓接触 ,的确增加不少知识。

现在 ,饮食保健是热门话题 ,资料多如牛毛 ,清规戒律 ,记得住也办
不到。有段时间,医生误诊我有糖尿病 ,害得我吃了一年多拜糖平 ,不敢
吃糖。实在忍不住 ,问我一位要好的医生 ,该如何忌嘴?她劈头就来一

句 :“还没有活够啦!忌什么嘴?”我说 :“够是够了,只是现在还没有感到
会死的样子。

”
她说 :“想吃什么就吃 ,别 过分 ,不要馋嘴就是了。

”
我懂

了,凡是公认为有益的食物就常吃但也不过量 ,公认为不适宜的,只要
不是毒药 ,也不必视如洪水猛兽 ,比如每星期吃个蛋黄,每月吃块肥肉 ,

总不至于中毒死掉 ,反而身心舒畅。这就是我养生之道。

⒛10.5.29。 于南宁

关于养老的几点看法

黄拯民

我们都已进人高龄 ,应该高兴 ,可是随着高龄的到来也就出现许多
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常常令我们感到烦恼 ,如何养老也就有些犯难 ,

养老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原则上我认为你自己感到最
“
巴适

”
的方式就

是最好的养老方法。这里我觉得应该兼顾到中长期的效果 ,以免发。生
不良结局。

我认识一位五十年代的老人 ,当年他们老俩口都是八十以上的高
龄 ,当年住在一套又黑又老式的四楼上 ,生活十分不便 ,(过去还没有现
在的物质条件 ,没有电梯 ,楼道又黑、又窄。)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孝顺的
媳妇 ,每天及时给他们送去所需的物资 ,老两口自己做饭和家务事 ,这

样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 ,所以我认为老年人生活如能自理就要靠
自己,不要

“
太享福

”
了,其实动动手脚只有好处。

我还有一个女同事 ,是个离休干部 ,生活还不错 ,可是在老伴去世
以后感到寂寞 ,便请了一个保姆 ,做做家务 ,陪陪她 ,本也是很好的一种
养老方式 ,可是她楼也不下 ,又不活动 ,刚过八十就不能行动了,我估计

·4·



再往后日子会很艰难 ,我不认为这样的生活可取。

和以上这位女同事境遇相同的另外几个人 ,他们感到自己的养老

金虽然够自己用 ,但是请保姆的费用加上两人的伙食费、那是绝对不够

的,但是又不愿意做家务事 ,故此几个人约好了一同住进了条件较好的
“
农家乐

”
,距家也近 ,来去自由,开销还有剩余 ,平常打打麻将 ,吹吹

“
龙

门阵
”
不失也是一种养老方法。可是另外有一位同事也是和另外一位朋

友同去养老院,为 了省钱、也为了有个伴 ,同住一室 ,由 于生活习惯不

同,干扰很大 ,本来都是好朋友 ,结果闹得不欢而散 ,我觉得选择同住一

处的同伴应该以习性相近者为好。

我还有一个老同学年龄比我大 ,老伴去世以后 ,痛苦了一段时间 ,

自己又有一些老年病 ,除了积极医好了病 ,又在近郊农村租住了一处房

子 ,一个人住下来 ,养养花、种点菜 ,不怕寂寞、不怕黑夜 ,白 天玩玩牌 ,

听听音乐 ,人夜看看电视 ,怡然自得 ,心情良好 ,如今健康状况不错 ,令

人钦羡 ,加上他们家族的长寿基因,会有一个完好的结果。

至于我自己我准各当
“
候鸟

”
,因 为重庆的夏天 ,实在太热 ,我感到

受不了,每年的夏天我就往成都跑 ,秋后再回来 ,什么时候跑不动了,我

就按照静养在家的办法 ,找个地方住下来 ,静候老天爷的召唤,不过我

是相信前面说过的那两位老人 ,“生活要尽量靠自己
”
的信条 ,一条道走

下去。

我的孩子和我说 ,你 以后总要靠我们的,我说以后再说吧,也许这

就是我的最后的保险。

⒛10。 O6.01。 于渝

·5·



过  日

谰翳  非

无论谁 ,只要活着就要过日子。当然 ,日 子过得怎样那就千差万别

各有千秋了。年轻时对
“
过日子

”
没啥体会 ,只记得三年困难时期 ,钱粮

匮乏 ,“过日子
”
十分艰难。文革中我和老伴儿双双成了黑帮 ,一家人日

子过得很
“J渗”

。1999年老伴儿被上帝请走了,三个孩子在美国,我为了

帮她们照顾第三代和排遣寂寞 ,多次往返于大洋两岸 ,借居子女家 ,谈

不上过日子。⒛09年 7月 我决定回北京养老 ,住西郊 ,至今已快一年 ,

这才真正是在过日子 ,也有一些体会——过日子不易。

为了让子女放心 ,我请了一个保姆作伴 ,还有一只小狗相依。每天

看看报、读读书 ,遛狗、养花 ,周 末搓搓麻将⋯⋯日子过得还算充实、悠

闲。但是
“
过日子

”
不比写诗作画,除了一日三餐 ,还要讲养生保健 ,节约

环保⋯⋯面对的是一大堆实实在在的家务活 ,什么电卡、燃气卡、数字

电视、壁挂炉、电脑⋯⋯都分户控制 ,我这个脑残(严重记忆障碍 )、 耳聋

又科盲的耄耋老人应付起来有些吃力 ,只好硬着头皮边干边学 ,实在不

行求邻居帮帮忙。有一次壁挂炉(管地热暖气的)出 了故障,找到物业 ,

差点上当受骗 (谎称机件坏了,换个机件 80O多元),后来我感到有些不

对劲 ,找厂家派人来检查 ,根本没坏 ,省 了近千元。

养生保健本是一件好事 ,现在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
炒作

”
得也

有些变味了。我们老人面对太多诱人的宣传广告 ,一定要把持住 ,别轻

信 ,别轻易透露自己的信息 ,以免上当受骗和受到不必要的骚扰。有一

次我打电话询问某保健品的价钱 ,家里电话被对方知道了,以后就不断

打电话找我 ,甚至午睡和人厕都不得清净。名噪一时的食疗专家张悟本

被揭露了真相 ,他假造身份 ,可耻!挂号收费 2000元 ,太黑!我认为张

悟本现象既然揭穿了,就不应该只批他一个人 ,那些吹捧的,搞包装的 ,

抬轿子⋯⋯都应该追究 ,至少应该有个态度。另外 ,任何事物都应该辩

证地看 ,不能搞一阵风 ,一风吹。张悟本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说的那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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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我倒认为有一定道理。洪昭光讲的养生保健

的四句话 :“心态平衡 ,合理膳食 ,戒烟忌酒 ,适当运动
”
都要靠自己。对

自己的身体状况 ,自 己最了解 ,健康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吃保健品也好 ,做各项锻炼也好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心

态 ,否则什么都谈不到。最近 ,我拿了刚收到的体检结果 (肝、肾等栏目

上都写了医疗术语 ,我看不懂),去西苑医院,请大夫帮我看看 ,大夫粗

粗看了一下说 :“不用管它 !”意思是你这么大岁数 ,这些都不算什么问

题 ,本想大夫能给我具体讲讲 ,哪怕是一般老年病应该注意些什么问

题 ,能给我讲讲也是好的,但大夫只是开了药就打发我走了,令我很失

望。我想一般老年病恐怕主要还得靠自己去学习,按洪昭光大夫讲的那

四句话坚持做下去。我也体会到对病还是应该遵医嘱,该看病就看病 ,

该吃药就吃药 ,不能自作主张。我前一段就因为怕西药副作用大 ,大夫

让我吃两种降压药而我自作主张只吃一种 ,后来血压控制不住了,高压

达到 180,这下我慌了,开始吃两种降压药 ,血压立刻就稳定了。至于张

悟本讲的他父亲得了癌症 ,什么药都不吃 ,光靠食疗就好了,吃绿豆 ,长

茄子就能治病 ,更是荒谬。

关于环保 ,今年上半年我还有一段为之斗争取得胜利的光荣经历。

一天清晨 ,我遛狗时发现小区西边广场正在施工 ,趋前一问始知是建垃

圾分类场。我当即警觉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这么好的环境 ,盖个垃圾分

类场肯定整天臭哄哄的,要趁早制止。我当即联合两三个邻居 ,共同给

物业写信抗议 (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后又想光我们两三家人写

信力量不够 ,又立马找到住 28楼的社科院的夫妇二人 ,他们活动能力

强 ,经他们一串连 ,第二天晚上就有好几十人在物业办公室旁边开会商

量应对办法 ,有 的年轻气盛的还到施工现场放火烧了棚子 ,拆 了墙砖 ,

物业一见这架势 ,只好停建。当然 ,话又说回来 ,垃圾分类场总是应该建

的,建在哪里都不受欢迎 ,只好把难题推给政府。

拉杂写了些个人体会 ,居家养老不易 ,去养老院又如何呢?我也做

了点调查 ,已有不少朋友住进了养老院,我 自己计划只要生活尚能自理

就先住在自己家里 ,虽然有些吃力 ,但 自由一些 ,生活充实一些 ,而且也

可以从克服种种困难当中得到乐趣 ,如垃圾分类场 ,斗争成功 ,就很高
·7·



兴 ,壁挂炉之事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也很庆幸 ,前后院养花种菜 ,虽然已

感到力不从心 ,但确是一种乐趣 ,也是锻炼。等我生活真不能自理时 ,找

个比较好的老人公寓住进去就是了。不过听说也需要排队 ,现在政府已

经很关心老年问题了 ,但愿我能再多活几年 ,那时恐怕不用排队也能进

去。我很羡慕
“
张湘

”
刀阝种走法 ,如果上帝招我去和老伴相聚 ,我希望像

“
张湘

”
或像我姐姐 (中风 ,当 即昏迷 ,半个多钟头走人 )刀阝样就阿弥陀佛

了。

居 家 养 老

徐绍原

我们有三个孩子 ,都在美国,虽然他们每年都能回来看看 ,但我们

仍然是空巢家庭 ,事必恭亲。这对我们固然是个锻炼 ,增强了生活自理

的能力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力 不从心的事也逐渐增多。中国历来是

居家养老为主。我们开始想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就好了。可是他们都在

壮年 ,无法退休。怎么办?孩子们让我们到他们那里去住。我们过惯了

自由自在的生活 ,到他们那里去能习惯吗?当然可以先去看看 ,同 时也

了解一下美国的养老情况。我们就是怀着这种想法去美国住了一年。

我们在三个孩子家各住三五个月不等。按照各家的生活规律 ,日 子

过得还习惯。我们可以帮助做点家务 ,也没增加他们太多的负担 ,反而

多了一些家庭生活的乐趣 ,大家都高兴。往后我们年纪更大了,手脚不

灵便了,可以请位褓姆 ,有孩子指导 ,我们也省心。假如有一个孩子能回

到大连 ,在国内养老就更理想了。到了卧床不起的时候 ,那就和大家一

样 ,该到哪去就去哪里吧。

我们在美旅游时,也顺便参观了几个老年公寓。它们的硬件设施都

不错。单人的,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双人的,更多一间卧

室。但是 ,人住条件严格 ,而且要排队等待 ,三五年不等。这对美国人比

较适合 ,孩子成年了很少和老人同住。因而老人没人照顾 ,只好住老年

公寓。但是老年公寓投资较大 ,供不应求。美国政府近来开始提倡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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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 ,可请褓姆 ,政府给予一半补助。

最近看到中央关于养老的决定 ,“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 区服务为

依托 ,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
,比我们想的更周全。问题是社

区和机构如何落实它们的任务了。

两难的养老困境

梁国培

我 85岁 ,老伴 80岁 ,今年钻石婚。外人看我们很阳光 ,可我只有报

以苦恼人的笑。因为我们正陷人两难的养老困境。

目前 ,有两种养老模式 ,一是居家养老 ,一是进养老院。

先说居家养老。人老了,力不从心 ,家务活是个无底洞 ,干不动了 ,

只好请家政服务员。现在农村政策好 ,农 民大多不愿意出来 ,家庭服务

员的来源奇缺。请个不容易 ,请个好的更不容易。首先 ,她们都愿意找

个双职工的家 ,主人白天上班 ,家里就她一个人 ,自 由自在 ,顶多做个晚

饭。其次 ,找个有小孩个家 ,专门带小孩 ,小孩一般都听她的,把小孩带

到公园里玩玩 ,和其他人聊聊天 ,生活轻松 ,工资也不少。再就是有进幼

儿园或者有小学生的家 ,每天接送 ,再干点家务就行啦。她们最不愿意

到有老人的家。一来 ,整天和老人在一起 ,不 自由,二来 ,老人爱叨叨,管

得严、管得细、工作累,吃力不讨好。

其实 ,老人的要求很简单 ,只需把室内卫生搞好 ,伙食清淡就行。她

还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吃和住 ,可就是很少有人愿意来 !

只有那些刚从农村上来的,找不到好人家 ,才愿意到我家来。有的

没坐过电梯 ,情愿楼上、楼下 ,爬上、爬下 ,也不敢坐电梯。有的没见过木

地板 ,不敢用拖把拖地。做的菜没法吃。就这样 ,她的工资也要 1500元

(想 当初 ,毛主席的工资才 540元 )。 有一次 ,请来了一个
“
老太太

”(48

岁 ),自 报是高中文化 ,我 指着微波炉问她
“
一分钟有多少秒?” ,答

“
30

秒
”
,再指着臭氧消毒器问她

“
臭氧有几个氧原子?” ,她反问

“
原子是什

麽 ?”。干活时却像 84岁 ,拖地直着身体 ,怕 闪了腰 ,最后说太累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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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我家。好容易找到一个会干活的,工资高得出奇。最低 1600-1800

元 ,中等的⒛OO元 ,再上去 3000元 ,每月休息 4天 ,节、假日三倍工资。

还有更高的,80∞ 元一个月 ,我们两个人养老金加在一起刚够 ,那我们

就别吃饭啦!再说 ,人家看到我们的破瓦寒窑 ,还不愿意来哩 !

工资之外 ,还有条件 ,首先 ,要求一人住一个屋 ,夏有空调 ,冬有暖

气。其次 ,要求家里有洗衣机 ,电冰箱 ,微波炉 ,晚上还要有一台自己看

的电视机。中午要睡午觉 ,工作不能超过 8小时。我们有
“
三高

”(高血

压 ,高 血脂 ,高血糖 ,我还有高尿酸),吃 菜要求
“
三少

”(少盐 ,少油 ,少

肉);而她们则要求营养 ,早上要喝牛奶 ,晚上要吃酸奶 ,吃菜要求
“
三多

“(多盐 ,多油 ,多 肉),吃得比我们好。

现在的政策向
“
弱势群体

”—家政服务员倾斜 ,她们背井离乡,告别

亲人 ,就是要多挣些钱。政策上照顾可以理解。然而 ,城市中的老人、空

巢家庭同样也是
“
弱势群体

”
,他们年老体衰 ,自 己干,干不动 ;请人干 ,

微薄的养老金支撑不了高工资。如何让这两个
“
弱势群体

”
和谐地共存

共荣。才是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

怎么办?全天的用不起 ,请小时工。社区优待 80岁 以上的老人 ,家

政公司的小时工每两小时 25元 。一天 4小时,50元 ,一个月 1500元 ,

可以承受。然而 ,做小时工的人都是想挣比全天工更多的钱。她一天至

少要干 3家 ,12小时(力口上路程 16小时),一个月可以拿到 45O0元。才

能超过全天工。(全天工包吃包住 )。 人不是机械 ,每天工作 16小时 ,长

时间超强度劳动 ,难免疲劳。家务劳动往往应付、凑合 ,达不到我们的要

求。她们为了省钱 ,吃、住都非常简陋。我们去有小时工的家政公司实

地观察 ,她们 6-8人 (多的达 30人 )挤住在一间间平板房或地下室里 ,

上下铺 ,不通风 ,冬无暖气 ,夏无空调 ,也无上下水 ,吃的很简单 ,还没有

地方洗澡 ,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患病和传染病的概率很高。加之 ,她几

家干活 ,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也大。思来想去 ,为 了防病 ,还是不请小时工

为好。

据说 ,北京市的家政公司有好几百家。都是民营 ,各 自为政 ,市里也

没有一个单位归口管理 ,使得家政公司无序竞争 ,哄抬
“
人

”
价。受害的

是老人。
·10·



北京市政府提倡居家养老。给企业离休干部护理费每月从 150元

涨到 2OO元 ,(只是她工资的 1/8),退休干部还没有。今年又给 80岁 以

上老人每月发 1OO元补助券 ,可 以花钱请人来聊天(两小时 25元 )。 试

想老人们正在为养老发愁 ,那有闲情逸致去花钱听
“
把大象放进冰箱分

三步走
”
?

那么 ,进养老院吧。目前 ,养老院极大多数是民营,盈利性质。分城

区和郊区两大块。城区寸土寸金。投资者搞房、地产。谁愿意建养老院?

虽然有些公营养老院,但人已住满 ,想进去的人登记后要等好几年。有

些社区为了公益事业 ,建养老院。地方小 ,条件差。连个散步的地方都

没有。娱乐设施只有麻将牌和扑克。老人们
“
坐井观天

”
,消磨时间,等

着进天堂。郊区的养老院是好。但由于是私营,盈利性质 ,要价也高。首

先要交押金几万元 ,费用一个月一个人 400O— 5000元 。我们认了。可

医疗条件差 ,医疗费用不能报销。万一有了急病 ,离城区远 ,不能及时抢

救 ,耽误了生命。马季 ,侯耀文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年老体弱 ,病又多。

还不如住在和平里 ,去中日医院,安贞医院,协和医院都方便。故而打消

了去郊区养老院的念头。

我真纳闷,大型国企花几亿、十几亿盖办公大楼 ,会议中心 ,休 闲场

所 ;装修也要花上几个亿。为了效益 ,可以开洗衣店 ,订票处 ,旅游公司。

为什么就不能花点钱做些公益事业 ,盖个老年公寓(养老院)?或者花点

钱培训一批平价的家政服务员。非不能也 ,是不为也。他们口口声声说 ,

离、退休老人是
“
国家的宝贵财富

”
为什么就不能为这些

“
宝贵财富

”
办

点实事 ,让老人们逃离养老困境哩?!

我们这些髦髦老人 ,死也死不了(不让安乐死),活也活不好 (养老

困境 )。 两难啊!请您告我 :有何良策?

天尽头 ,何处是土丘?

⒛10年 6月 1日 (丿 L童节)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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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谈 荞 老 院 .

郑世德

我不喜欢养老院,最近我们级友年事已高 ,需要讨论养老 ,而去不

去养老院就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我在美国时人住过老年公寓 ,申 请

排队须 2—3年 ,到有空房轮到 ,觉得很不容易 ,这种政府组织的公寓按

你的收人 ,去掉医药费用 ,交三分之一做房租 ,管理很严格 ,设各也好。

看到里面有夫妇俩的,也有单人的。都住一房一厅带阳台,有车的给个

车位。每年要申报收人 ,调整租金。我们觉得不依靠子女 ,有独立自由

的感觉。一直住到去另个世界为止。很理想吧?

但老伴先走了,我一个人在同样的环境里就大不一样了。感到空

虚、寂寞 ,和那些洋老头老太没有共同语言,经常有人急诊送医院或死

亡。很快我有了抑郁症的苗子 ,我儿子就叫我住他家去 ,天天和孙子吵

吵玩玩闹闹,再旅游几次 ,感觉就好多了。所以我也讲不出养老院到底

好不好?但我觉得把一群老年人放在一起 ,不是好的办法。那单调冷静

的生活 ,看着那没有笑容的表情 ,很快会使脑子退化 ,失去生活自理能

力。我们级友李乃彪生前曾多次对我说 :我在加速度地退化啊!听觉退

化 ,站立不稳。我听了心中十分难过!我们要延缓衰老才好啊 !

我也看到有的老年人 ,变得孤僻 ,不那么灵活可爱。没有亲人可以

来照顾 ,养老院当然是必然的归宿。在美国我的一个亲戚住在很高级豪

华的养老院,像五星宾馆 ,24小时有人照顾 ,但她对我说伙食单调难

吃,冷冷清清没人可谈 ,觉得总归不是那么理想?人是很复杂的动物 ,除

了物质还要有精神的需求和关怀 ,除非得了老年痴呆症 ,能够真正快乐

过完自己的一生 ,是一个美好的希望 !

当我能够自由活动时,我要享受生活 ,找些使自己和别人快乐的事

情 ,忙忙碌碌开心的过活。如果有一天只好去养老院,那就听由命运的

安排了。我喜欢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欢乐颂 ,当命运的步子走到生

命的终点 ,我们在天上的父皇会张开双臂 ,迎接我们住在天堂里 ,和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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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一起唱着欢乐颂 ,永远美好 ,永远快乐 !

关 关 关 关 兴 兴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天下的事不能一概而论 ,这两年夏天我都到烟台市老人福利中心 ,

这里有很好的硬件装各 ,有非常宽大的活动中心 ,房 间有几种规格 ,每

月的费用自1300到 30O0/人 ,不包含每月伙食 50O元 。食品有营养师

调理 ,营养、卫生有保证 ,很合口味。这里的建筑考虑到老年人生活的需

求和方便安全。对不能自理的老人分级护理 ,有一栋楼专给他们住 ,配

有护理人员 ,按护理等级收费。最可贵的是他们对服务老人的信念和行

动。认真实现口号
“
为了老人一切 ,、 一切为了老人

”“
代子女尽孝

”
和对

年轻工作人员定的近乎苛刻的规定 ,在天天的接触中都有体现。看到那

些精神饱满的服务人员 ,用真诚的笑容为你服务时,会感到人间难得的

温润和谐。

在各种老年过渡方式的考虑中,如果有一天必须依靠别人的时候 ,

我觉得烟台老人福利中心这样的地方是非常理想的。由于进人老年社

会 ,理想的地方往往是很难人住的,必须早做准各。

⒛10.7.1。 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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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养 老

杨天秀

汉浩学长说得好 ,“我们是四四松鹤延年益寿的群体。过一天、多一

天、赚一天 ,咱们都是 8O多岁的人了,已 经赚了许多年 ,还要继续赚下
去。

”
我也是这样想 ,阎王爷不要就好好活着 ,一切顺其自然。

每天坚持健身锻炼 ,安排好有规律的生活增强体力。这样我就可以
一切靠自己,不依靠儿女 ,更不强求儿女 ,在体力可能的情况下还为儿
孙们安排好他们的日常生活 ,让他们放心好好工作。

坚持读书、看报、广交朋友 ,和级友们相聚已不可能 ,但从网上、电
话、通信常保持联系,学习交流使生活更丰富。

一切顺其自然、一切不强求、一切靠自己。是我养老的精神支柱 ,但

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退休后 ,经历了各种运动的折磨、亲人的去世、对国
事家事不顺心的事会痛心不快。后来慢慢思索 ,儿孙们有他们自己生活

发展的路 ,不可主观强求。慢慢自然就想通了,平静了,好好活着 ,等候
阎王爷的召唤。当然在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了,最后只有进养老院,不可

拖累儿女 ,但愿阎王爷让我能无疾而终。

201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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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 的诗歌吟唱会

管 珑

两年前 ,老伴突患心梗去世。犹如晴天霹雳 ,毫无思想准备的我 ,当

时都懵了。悲痛中经常失眠,时时处于神情恍惚、烦躁不安乃至莫名的

恐惧之中。于是请了位熟近的医师 ,向她如是这般地一通诉说。医者边

听边点头边处方。随后 ,她讲 ,我听 :人和万物皆有终期 ,都受自然规律

的制约。应当节哀顺变 ,颐养性情 ;不要 自我封闭⋯等等等等 ,不一而

足。不知为什么 ,这种说理使我产生一点
“
无奈

”
,一丝

“
逆反

”。
“
好了 ,

您自己去调整心态吧。
”——她说 ,一边递给我一张处方。

“
哦,原来心理

治疗竟如此简单 !”
——我茫然地退出诊室。

“
别忘了,多读点古今中外

名诗 ,多 唱名歌 ,多 听名曲。
”
仿佛为鼓励我 ,还加上一句 :“您有优势。

”

回到家中,电话铃响了。传来歌声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

柳笛声残 ,夕 阳山外山⋯⋯不知不觉 ,我在电话这端也随之唱和。柔曼 ,

不无一点清凄和伤感。

与挚友一起用这种方式送别亲人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她通晓

俄语 ,对文学、音乐很有品味。她以甘美的嗓音说 :“ 朗诵一首普希金的

诗吧?”我想逗她一乐 :“好呀 ,诵 一首有人曾向你求爱的诗吧 ,不过 ,不

要哭鼻子哕 !”于是我用俄语朗诵了普希金脍炙人口的爱情小诗《我曾

经爱过您⋯⋯》,彼此黯然。因为当年诵诗的他已经离她远去了。为弥

补这一
“
唐突

”
,我主动地吟诵了李白的诗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

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

我摇头摆尾 ,有意将节拍拖得很长很长。她说 :“李诗意境旷,远 ,别

情似水 ,淡泊隽永 ,无与伦比!”同时 ,能够想象出吟诗时我的那种
“
淘气

样儿
”
。当我正想补充另一种赏析时,那端别具一格的吟唱引起了我的

注意 :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媵蛇乘雾 ,终为土灰。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她吟

一段 ,我接着吟一段。想不到曹操的《龟虽寿》(《 步出夏门行》末章)竟成

为俩老妪电话吟唱会的压轴戏。全诗 3段、36字简单扼要地诠释了人
·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