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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吉森

《2022天津市统计年鉴》显示，截至
2021年末，天津全市常住人口1373万
人，65岁及以上人口 206万人，占
17.93%，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37.64万
人，占总人口的3.27%。其他相关数据
也显示，天津市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
81.30岁，预计到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
会达到82.38岁。

80岁以上的老人经历了奋斗和风霜
岁月，步入晚年，更需要家人的呵护和社会
的关心与帮扶。一些退休的市民，尽管自
己已经年过六旬，但为了照顾家中80岁以
上的老人，他们仍会全身心地尽孝心。
“老养老”（低龄老人养护高龄老人）

的现象正在成为很多家庭的现实。相对
40至50岁的中年人，这些60岁左右的
低龄老人，正在面临着精力不足、收入下
降，甚至身体衰老等问题。当面对80岁
以上的父母时，他们即使尽了全力，也会
有遗憾、有不甘，甚至有自责、有懊恼。
他们期待社会有更多的关切和帮扶。

力不从心
64岁的刘国斌（化名），头发已经花

白，额头上的皱纹也比前几年深了好多，
看起来分外憔悴。

5年前，还没退休时，刘国斌在畅想着
退休后的生活。他希望退休后可以去郊
区骑行、钓鱼、住农家院散心，或者去全国
各地旅游。那时候，他的父亲84岁，身体
还算硬朗，能吃能睡，生活基本自理。

刘国斌退休不到半年，父亲就出了
问题，老人在客厅摔倒，而且还骨折了。
自此以后，刘国斌就守在父亲家里，已待
了至少三年以上。

父亲骨折后被送到医院治疗，刘国
斌日夜守候，忙上忙下。到了夜里，父亲
会突然喊他的名字，确认他在不在身边、
睡没睡着。迷迷糊糊地，刘国斌在父亲
的病床前应答了几声。父亲岁数大了，
听力有所下降，他听不到，便大声呼唤儿
子，惊得他赶紧坐起来，一直坐到天亮。

熬上几天，刘国斌的身体也撑不住
了，只能花钱请了护工。父亲不愿意，觉
得儿子在逃避责任，没过几天就把护工
数落一通，把护工给气跑了。回到家，父
亲的生活起居需要特别注意，行动也非
常不便，开始坐轮椅。父亲有些不开心，
原来能走能活动，这一下子被约束了，行
动受限，感觉浑身都不自在。

不舒服、行动不自由的父亲，把儿子
刘国斌当成了唯一的依靠。于是，老爷子
不断地使唤儿子，让他倒水，让他擦地，还
让他读报纸。刘国斌那时候身体还可以，
他觉得父亲前十几年也没生什么大病，自
己一直忙于工作，没在父亲身边伺候过老
人，到了退休，父亲骨折了，确实应该尽尽
孝。面对父亲的各种要求，刘国斌从无怨
言，他全部照做，而且毫不拖沓。

五个月后，经医院复查，父亲的骨折
已基本愈合，后期需要再慢慢活动，恢复
肌肉的力量。然而，父亲家住四楼，下楼
活动多有不便。于是，刘国斌就搀扶着
父亲步行下楼梯。30多米的距离，往往
要走上20多分钟，有时候，着急的刘国
斌直接背起父亲上下楼。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刘国斌发现，
他背不动父亲了。有一天，好不容易气

喘吁吁地把父亲背下楼，又搀扶他坐上
轮椅。刘国斌却眼前一黑，差点昏倒。
他也赶紧蹲到地上，扶着父亲的轮椅。
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个老人
了，也需要人照顾。

好在刘国斌的妻子一直默默地支持
他，那时候，儿子刚大学毕业，需要操心
的事也很多。后来，儿子结婚有了小孩，
都是妻子住在儿子家，帮助操持家务。
儿子对父亲刘国斌说：“有妈妈在，你就
放心地待在爷爷那边。遇到困难时，我
们也会去帮忙。”

刘国斌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可
是他们俩从来不到父亲这里来。弟弟年
轻时就游手好闲，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
养活自己都很困难，也一直没有结婚，50
多岁了仍是单身汉。而妹妹嫁到了外
地，孩子仍在读大学，正是需要钱的时
候，妹妹除正常工作之外，还要兼职工作
赚钱养家，实在是不容易。

综合盘算，还是刘国斌最适合照顾
父亲。他退休了，退休金也还可以，时间
上也自由。于是，一家人都“说好话”给
他听，拜托他照顾好父亲，在经费上，弟
弟妹妹也偶尔会帮扶一下，但都是杯水
车薪，经不住花。

时间久了，刘国斌有些抗不住了。
他也有些埋怨弟弟妹妹，都是子女，凭什
么他们不出力？然而和弟弟妹妹在电话
里一说父亲的情况，这些到嘴边的话又
实在说不出口，一直忍到了现在。

前一段时间，刘国斌因为感染新冠
病毒，体力大为衰减。父亲也因为心脏
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忙了一天才回家。
半夜，父亲又多次呼喊他。这一次，刘国
斌实在撑不住了，他一边喂父亲喝水，一
边低声央求父亲：“要不，我把你送养老
院吧？”说完这句话，刘国斌就后悔了，两
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那边，父亲也是长久地沉默不语。

经济受限
67岁的何巧莲（化名），退休12年了，

一直在照顾着母亲。现在老太太已经89
岁了，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竟然认不出

眼前的女儿，这让何巧莲非常伤心。
此外，老太太还有其他疾病，需要人寸

步不离。何巧莲只能放弃所有的自由时
间，陪伴在母亲的身边。一想到好姐妹退
休后可以在全国旅游，自由自在地跳广场
舞，而自己却只能被困在一个小房子里，她
就觉得有些郁闷，甚至为此偷偷地流泪。

母亲年轻时身体挺好，父亲过世得
早，是母亲一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何
巧莲是家里老大，很早就跟着母亲干活，
挣钱养家。到了适婚年龄，介绍的对象
都对她的家庭负担有所顾虑，最终，何巧
莲没有结婚，独身生活到现在。

母亲也在牵挂着大女儿，对大女儿
未结婚成家一事抱有深深的遗憾。她很
早就做了遗产分配，要把唯一的房产留
给大女儿，将来岁数大了走不动了，要和
大女儿何巧莲住在一起。其他三个弟弟
妹妹听到母亲这么说，也没有争执，默认
将来大姐照顾母亲。

来自母亲的这份“厚爱”，如今更像
是一份重担，压得何巧莲有些喘不过气
来。自己的退休金仅有2000多元，母亲
的养老金也很微薄，两个人此前没什么
储蓄，承担不起养老院的费用。无奈，两
位老人只能相依为命，拮据生活。

母亲需要长期吃药，定期做检查等，
这些都需要费用。捉襟见肘时，何巧莲就
卖些家里值钱的东西。弟弟妹妹听说这
种情况，也纷纷出钱，但也是杯水车薪。

何巧莲曾经劝说母亲修改遗嘱，子
女平均分配，赡养老人的压力也平均分
担，每个人轮流照顾母亲三个月。但是，
母亲的记忆力已衰减，脑子不清醒，很难
再对遗嘱做修改；即使做了修改，这样的
状况也不被公证机构认可。她试着联系
弟弟妹妹，让他们轮流照顾母亲，给自己
喘口气的机会。

起初，弟弟妹妹能过来照顾一个星
期到10天左右，后来也都不愿意来了。
即使来，也待不上三天。大妹说，母亲认
不得自己了，付出再多努力，也得不到一
点回报。二妹说，母亲的家里有浓重的
“老人味儿”，气氛非常压抑，让人觉得暮
气沉沉。四弟说，自己是一个男子，照顾
母亲多有不便，建议花点钱请个保姆。

想来想去，自己快70岁了，还要照
顾母亲，而且弟弟妹妹们也不领情，何巧
莲非常难受。她想把母亲的房子卖了，
再反租回来先居住。卖房的钱，留出一
部分给母亲，其余的分成三份，分给弟弟
妹妹们。“我不想要母亲的遗产了，现在，
我只想离开一段时间，让弟弟妹妹们照
顾一下母亲，让他们也帮我分担一下照
顾母亲的压力，体会一下我遇到的困
难。”何巧莲这样说。

心理疏导
像何巧莲这样退休后照顾年迈父母

的老人，时间久了产生心理上的抑郁，甚
至出现心理危机的事例，正在悄悄地发
生着。高龄老人的一些精神、心理状况，
也不被子女所理解，他们认为，高龄的父
母也需要进行心理疏导，否则，“老人养
老人”的模式无法持续下去。

自媒体作者“五味子心”发布一篇文
章称，在医院见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
是60多岁的儿子在照料陪护。然而，老
人明显有点“爱折腾”，一会儿这里不舒
服，一会儿那里不舒服，反复呼喊自己的
儿子。儿子请来了护工，老人就安静
了。这位60多岁的儿子，看起来忠厚老
实，非常有孝心，只是遇到这样的父亲，
真是遭罪。

这篇文章有30多万人浏览，1000余
条跟帖评论。不少网友称，自己在现实
生活中正在遭遇“老养老”的困难，除了
经济上的问题外，最大的问题是“心太
累”。一些老人，在人生的暮年阶段，对
自己的子女会产生孩童般的依赖情绪，
也就是通常说的“老小孩”的现象。突出
表现就是：性格突变、情绪不受控制，特
别喜欢使唤子女。

有一些长期养护高龄父母的老人，
已产生抑郁症等心理危机。他们称，自
己在兄弟姐妹中是最不受父母喜欢的，
结果等到父母年老时，陪伴在床边的却
是自己，只因自己最善良、最听话。还有
老人称，自己付出了全部心血对待80多
岁的父亲母亲，结果，在父母心中，最好
最亲的子女永远是那个在外地、从不来
看望也不来陪护的子女，永远都是觉得
距离远的那个儿女亲，而认为近在眼前
的那个儿女不如意。这让他们备受打
击，有苦难言。

学者朱玲在《低龄和高龄老人的合
作与冲突》一书中，曾经呼吁社会关注这
一现象。当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
“老养老”的现象日益普遍，社会应关注
这些老人的心理状况，及时提供公共服
务，对老人及其高龄父母予以心理疏
导。一些家庭，兄弟姐妹间因赡养老人、
遗产分配等问题而产生隔阂时，需要社
区调解员上门，化解矛盾。部分高龄老
人出现的“性格突变、情绪不受控制、爱
折腾子女和护工”的现象，有医学专家
称，这可能是一种病理现象，需要予以检
查，明确原因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南京、上海等地正在探索“时间银行”，
普通市民可以通过做义工、志愿服务等方
式，在“时间银行”的账户里存储养老服务
的时间，将来，等到自己的父母需要陪护照
顾时，到“时间银行”支取，由其他志愿者和
义工上门服务。这种存取方式，可以缓解
“老养老”遇到的精力不足、体力下降等问
题，解决部分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

深度老龄化阶段，60多岁的退休人员仍需要照顾80岁以上的父母，他们在实际
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困难

“花甲”照顾“耄耋”期待更多帮扶

在不少家庭里，退休老人养护高龄父母，面临着不少难题。本报记者 李吉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