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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窝儿”选在哪儿

本期主持 万翔

我是银行退休的职员，身体虽没大病但各种小病不
断，浑身总是感觉不舒服，因此是医院的常客。我爱人
心脏不好，有糖尿病，也是个老病号了。唯一的儿子已
经在国外定居，几年也回不了一次家。前几年，我们老
两口每年都要去国外看他们。这几年随着年龄增大，
担心病在异域，就不敢出去了。因为需要经常看病，我
选择养老房绝对不敢远离三甲医院。两年前，我把一
套120平方米的6楼房子卖掉，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
1楼。虽然它的房龄已有30来年，但是出小区过马路就
是一家三甲综合医院，公交三站地还有一家全市较大
的三甲综合医院。当然不出小区就有超市，还有一家
中型餐馆。楼房是六楼到顶的砖混房，南北通透，一梯
三户，改装的独立下水道，既有平房一样的出入方便，
又没有其他1楼房子的后顾之忧，而且我卖大买小的差
价，用来装修房子，更换家电后，还有一些余额，作为
“老本儿”存上。

住进小区后，发现小区里住的老年朋友不少，而且多
是高寿。闲聊中，他们都说住在这个小区，是因为离大医
院近，平时看病方便，突发大病抢救及时，能够逢凶化吉。
心里少了有病看不了的后顾之忧，安全感增强了，他们吃
得好、睡得安，得病的几率反而更少了。

更让我开心的是，最近几年我们这个小区又完成了旧
楼改造。政府投入了不少资金，为我们小区更换了老化的
电线和上、下水管道，粉刷了楼道，安装上了智能防盗门，
以及高速光缆。另外，小区内的小花园和小区的道路也做
了整修，并且种上了不少树木和四季常青的植物。前几
天，小区里的桃树已经开花了，带来了春天的信息，让我心
里特别舒畅。

天气好的时候，我也和几个年纪相仿的邻居走出小
区，到不远处的市民广场活动一下。也有时到附近的街
边小花园，有个新名词叫“口袋花园”去逛逛，这也是近年
来修建的休闲好去处。人老了，活动能力差了，大事、小
情经不起折腾，选择中心城区居住，心里会觉得比较踏实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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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人老了最好要有‘三老’，也就是

老伴儿、老本儿和老窝儿。”这当中，老伴儿是

指丈夫或妻子，老本儿就是养老的存款，而这

老窝儿，就是有一套舒适的住房。这养老的房

子怎么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

求，下面咱们就看看这几位老年朋友是怎么选

择“老窝儿”的。

选离医院近

配
图
李

晨

我退休前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受陶渊明等
文人的影响，特别想过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
活。自打临近退休就开始酝酿在城郊结合部，甚
至更远的郊区买个房子，种点儿花草，再养一些鸡
鸭，安享生活。

经过几番考察，我觉得郊区太远，于是就在环城
四区买了一处房子。从缴首付款到办入住手续，然
后装修，足足用了两年多，这里的曲折暂不多说，好

在是可以在我退休不久就住进了这个理想的住所，
这几年的付出总算有了成果，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归纳起来，住在远离喧嚣的市中心有几点好处，

首先清幽、空气新鲜，尤其到了夏季，气温比市内要
低上四五摄氏度，感觉特别凉爽。二是楼前就有大
片的亭院，不仅可以种花，还可以种些瓜果、蔬菜，
不出家门就可以享受田园的快乐。这第三点更为重
要，远离市区后，亲戚、朋友因为距离产生了新的
“美”，几个月见上一面，比整天打头碰脸显得更加
亲近，不少朋友都把我这当成了休闲之地，每隔几
周就会有亲朋到我这“度假”。我们或在春天在阳
光明媚的室内品茶，或夏夜在葡萄架下乘凉，或秋
日在庭院里赏菊望月，数九寒冬可以在门前堆个大
大的雪人儿好不惬意，我大姐的小孙子每次到这待
上一周都不想走……
有的朋友可能担心住在近郊，购物和就医可能不

如市里那么方便，用我个人的体会，其实大可不必为
此担心。如今从我住的地方，无论是开车，还是坐地
铁、公交到市里也都是30分钟左右即到。尤其是近几
年原来在市区的几家大医院都在环城四区开设了分
院。无论是就医环境，还是服务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
升。而且，我们身处空气新鲜的环境之中，再加上每
天种花弄草和经常做一些体育锻炼，身心放松、情绪
稳定，得病的几率大大减少，就只剩舒心地享受生活
了。更为重要的是，近郊购房帮我圆了田园梦。

我是一个退休工人，5年前老伴儿去世了，两
个女儿已经结婚，本来居住的是一套80平方米的
还迁房。3年前，大女儿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孙
子要结婚，女儿和女婿说，让我和他们住到一起，
把房子让给外孙结婚。我想，女儿家的房子虽然
离市区远点儿，但面积是100平方米左右，楼层也
比我现在住的低3层。更主要的是，如今外孙结
婚如果和他父母住在一起，婆媳闹了矛盾，可就崴
了。如果让他们再买新房也没有那个实力。我去
和女儿、女婿住一块儿，既解决了她家的困难，也
能每天有人照顾，毕竟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可以算
是两全其美。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搬到女儿家住
以后，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愉快，看来我这个老窝儿
还是没有选好。

跟女儿、女婿住一起，一来是起居时间不一
致。我习惯早睡早起，可女婿每天下班回家就晚，
吃完晚饭还要看电视，声音放得还很大，并且经常

走动，然后还要洗澡，弄出很大的声响。我虽然躺
下但有干扰就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要起来去小
便，但遇到女婿洗澡就得等着，憋得特别难受。二
来是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我喜欢清淡饮食，牙口儿
又不是太好，喜欢吃软乎些的饭菜，但女婿喜欢大
鱼大肉，而且口味很重。吃米饭也喜欢硬的，煮面
条也是硬的。我当然不好意思提出特殊的要求，
显得挑剔，就乎跟着吃，结果搞得胃口经常不舒
服。三来呢就是女婿家的哥姐多，经常到这来串
门儿，不仅吃喝，还要打牌、唱歌，一折腾就是一
天，弄得我没地方待，没地方躲，如果过分回避，还
显得不够礼貌，左右为难。再有就是特别担心女
儿和女婿抬杠拌嘴，我是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
只能装聋作哑。尤其我女儿说话没轻没重，甚至
指责女婿的父母如何，万一女婿一回嘴，说我哪哪
不好，您说我这老脸往哪搁。反正，我有点儿后悔
跟他们一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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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讲述话题：《“候鸟”老人的“迁徙”生活》

内容简介：冯先生和夏大爷“迁徙”到儿女

生活的城市后，有些“水土不服”决定返回老家。

只有贾大妈的“迁徙”是真正融入了新环境。

人到老年，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居。其中，所居

是前提，这个居室不

需要多大，装修也不

需要多豪华，摆设也

不用多高档，但人文

环境、地理环境、气

候条件，以及出行、

购物、就医等必须考

虑进去。对于老年

人来讲，“老窝儿”选

在哪儿不仅是大事，

更是要考虑周全，三

思而行。

孙老师——

读了上期讲述，我颇有感触。我从小就在

江南鱼米之乡生活，适应了南方生活。然而，

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在天津工作，我只能够从

南方来到北方。现在，我已经融入了北方生

活。而我有个老友，两个儿女长期在南方工

作，一直想接老友到南方一块儿生活。刚刚开

始不习惯，来回折腾多次，最终还是到了南方

与儿女孙辈一起生活、养老，如今老友已经对

南方新的生活逐步适应。 读者 荆一珊

上期讲述使我深切感到“候鸟”老人要想

过好“迁徏”生活挺不容易的。冯先生因南北

天气的差异，像得了一场大病。夏大爷和老伴

儿因居住环境、生活习惯不同，感到孤独。这

足以说明，老人来到新环境，增强适应能力是

多么地重要。贾大妈和老伴儿在外地结交新

朋友，增添兴趣爱好，用心融入新环境。在这

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读者 冯长江

圆田园梦
刘老师——

跟女儿同住
赵大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