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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郭潜（前排坐者）今年71岁，家住沧州市运河区世纪
金苑小区。他爱好音乐，近日在运河区孔雀城社区活动室为老年音
乐爱好者辅导乐理知识。

魏志广 陈太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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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接不接养老院的老人回家
有的子女要接老人回家团圆，有的子女尊重老人意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
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2.64亿人，预
计到2025年将达到3亿人。

我们该如何应对老龄化？如何看待
眼下的“养老焦虑”？

最近，家住重庆市渝北区水晶郦城
的陆守介越来越纠结：快过年了，要不要
把住在养老院的父母接回家一起过年？

陆守介的父亲和母亲一位 88岁，一
位83岁，前者半身不遂，后者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两个月前，不堪照护重任的陆守
介把二老送到了中心城区一家条件较好
的养老院。在养老院，父母得到了专业照
护，陆守介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几天前，父亲突然问起了团
圆饭的事，这又让陆守介为难了：接回家
吧，依父母现在的状况，不但回家路上要
大费周折，而且家里不具备照护条件；不
接吧，又怕伤了父母的心。

“我想回家过年”

在家吃饭让老人倍感幸福

“虽不愿给儿女添麻烦，但每到中
秋、重阳、春节，我还是想回家。”记者在
重庆市巴南区新屋养老院见到75岁的刘
成淑老人时，老人的儿子正准备接她回
家过元旦。她说，她过节时还是惦记儿子
一家，“我希望儿子不仅能时常来看看
我，还能把我接回家过年，一家人团团圆
圆的多好。”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长辈不
在，总感觉家里少了点什么。我每次去接
我妈的时候，身边很多老人都会投来羡
慕的目光。”老人的儿子李天勇告诉记
者，夫妻俩平时工作忙碌，无暇照顾老
人，就把母亲送到了养老院。老人虽不愿
给自己添麻烦，但每到中秋、重阳、春节
等传统节日，他还是要把母亲接回家。现
在，他已经提前给养老院做了报备，过年
要把母亲接回家。

“下周，我女儿就来接我回家，一家
人一起吃团圆饭。”说起这个话题，同在
这家养老院的 89 岁老人刘学昭掩不住
满心欢喜。“春节后，曾外孙就上幼儿园
了，女儿计划把我从养老院接回家，安享
晚年。”

此前，刘学昭的女儿要带孙子，顾不
过来，刘学昭主动要求住进养老院，为女
儿减轻照护的负担。虽已年近90岁，但她
身体硬朗，走路吃饭都没大问题，生活也
可以自理。

“老伴去世后，我就一直和女儿同
住。住进养老院后，每到周末，女儿都会
到养老院看我。逢年过节，也会接我回家
团聚。每次过年吃团圆饭，都在家附近的
酒楼订一桌，鸡鸭鱼肉样样都有，味道也
不错。”不过，在刘学昭老人看来，吃什么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四世
同堂，让她倍感幸福。

“我想留在养老院”

老人把养老院当家

尽管子女都在重庆市武隆区工作，
83岁的陈学珍老人今年春节还是打算像
去年一样，留在养老院过年。

陈学珍已在武隆区隆康医养中心住
了两年，听力不是太好，但生活能够自
理。

“我在养老院都住习惯了，这里有暖

气，吃住方便，还有护工照顾。”陈学
珍说，去年春节，子女原本要接她回
家 过 年 ，但 她 拒 绝 了 ，除 夕 那 天 中
午，孩子们都到养老院陪她吃了顿团
圆饭。

陈学珍告诉记者，儿女很孝顺，周末
和节假日都会到养老院看望她，尤其是
过年，想把她接回家，一起热热闹闹过个
春节。“今年，我还是准备让娃儿们中午
到养老院和我吃个团圆饭，晚上，我就在
这里跟老朋友一起过。如果我身体不适，
养老院有医生、护士值班，当时就处理
了，方便得很。”

过年接不接老人回家？

应看老人意愿和行动是否方便

逢年过节，到底接不接老人回家？
重庆社会科学院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
副所长、副研究员罗伟分享了自己的
观点。

“小孩盼过年，老人盼团圆，这是人
之常情，我是提倡节假日有条件的家庭
接老人回家团聚的。”罗伟认为，不论老

人进养老院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选择，他
们都有对亲情的渴望。一些养老院虽也
在节假日期间举办了各种活动，但无法
代替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即使接老年
人回家，子女也应该抽出更多时间关心
长辈，寻找有共同兴趣的娱乐活动，而不
是让老人在一边‘晾着’。”

“接不接老人回家，主要取决于两
个因素：老年人自己的意愿和其行动
是否方便。社会不能对没条件接老人
回家的家庭进行道德绑架，子女因为
特殊原因没办法接老人回家居住的，
不能一律给他们扣上‘不孝’的帽子。
强行接回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家庭矛
盾。”罗伟说。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智慧康养学
院院长田奇恒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
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
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春节，象征着团圆与喜庆，自然在家
里更舒适。”田奇恒说，但随着近年来人们
观念以及养老方式的转变，养老院的老人
春节被接回家过节的情况慢慢变少了，子
女到养老院过年的情况多了起来。

田奇恒分析，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
是因为一些老人在养老机构住习惯了，
他们甚至把养老院当成了家，回自己家
反而有些不习惯。

比如，很多老年人的家里没有经过
适老化改造，老人走路的地方没有扶手，
各房间的连接处有高低差，浴室、卫生间
等防滑处理不到位，床边没有围挡，床铺
不能上下调节……这些养老机构的基础
设施家里都没有。在饮食方面，家里的饭
菜虽比养老院丰盛，但有时并不符合老
人的用餐习惯。

田奇恒还谈到，还有一些老人出于
对子女的体恤，不愿意回家。在这些老人
看来，过年放假，子女好不容易可以休息
几天，担心自己回家会给他们造成负担。
因此，过年时，他们大多会选择与子女在
养老院吃个团圆饭。

“不论老人选择何种方式过春节，都
应该以老人的意愿为主。他们过得舒心，
子女才会放心。”田奇恒说。

据中新网

尊重老人的习惯
飘飘E镇

周日，我到好友梅的家里玩。我俩
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聊着
彼此的近况。

突然，梅拉着我来到一间向阳的
卧室，郁闷地说：“你看，这间房是我特
意为我妈留的，可她总不肯来住。有
时，好不容易接她来住两天，她却总趁
我上班时，自己悄悄地回老家。你说气
不气人？”

“你别生气，也许你妈在乡下住习
惯了。”我安慰她。

“我妈为了供我上大学，吃了好些
苦，我一直很愧疚。现在，我有能力了，
把她接到身边悉心照料，吃好喝好，啥
事也不用她操心了，可她就是有福不
会享！”梅流着泪说。

我忙拿起纸巾递给她，劝她：“梅，
正因你什么都不用她操心，她才觉得
生活空虚呀。你想想，你和丈夫白天上
班走后，家里只剩她一个人，她连个唠
嗑的伴儿都没有。”

“她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去楼下和
邻居老人一起跳广场舞呀。”梅不以为
然地说。

“看电视？你让一台机器和她做
伴？再说，很多老人也不爱跳舞。”

“唉，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 拍 拍 梅 的 肩 膀 ，缓 缓 地

说 ：“ 我 也 曾 遇 到 过 你 这 种 情 况 。

去 年 ，我 嫂 子 生 孩 子 时 ，我 妈 去 那
里 帮 忙 ，只 剩 我 爸 一 个 人 在 老 家 ，
我 便 把 我 爸 接 来 同 住 。谁 知 ，有 一
天 清 早 ，我 发 现 我 爸 不 见 了 ，吓 得
赶紧到处找人，后来才知道我爸 5
点钟就坐班车回老家了。

“从我妈的口中我才知道，我爸
不 喜 欢 吃 我 做 的 饭 菜 ，又 不 好 直
说 。我 们 年 轻 人 喜 欢 吃 辛 辣 、重 口
味的食物，他们老年人却喜欢吃软
烂 、清 淡 的 食 物 ；我 们 年 轻 人 睡 得
晚 、起 得 晚 ，而 他 们 老 年 人 却 喜 欢
早睡早起……”

“啊，没想到你爸也不愿跟你一
起住呀。这样说来，我在照顾我妈的
生活细节上，可能也疏忽了她的喜
好。可是，我妈就我一个孩子，让她一
个人长期待在乡下，我实在不放心。
另外，也怕村里人骂我不孝顺，连老
妈都不管。”梅委屈地说。

“你别在意别人怎么说，让老人选
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一
种孝顺。只要他们舒心，不管是住在城
里还是住在乡下，都很好。再说，她不
愿意来，你们两口子经常回家探望她，
不也一样吗？”我诚恳地说。

孝顺老人，先尊重老人的生活习
惯吧，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温馨又从
容地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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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