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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节特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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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萌

老龄化社会背景
下，面临着一波又一波
的“银发浪潮”。为更多
的老人谋福利 、求保
障，实现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乃至老有所乐，
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
同愿景。

老年群体的乐，或
许源于为子女分忧、谋小
家幸福的成就感，或是源
于学会一项新技能、与新
科技初次接触的新鲜感，
又或是来自于自己拥有
的小事业、小爱好的获得
感。老有所乐，看似有无
数种实现方式，但在实现
的过程中又有着重重现
实阻隔。

实现老有所乐，首
先需要切实弥合“数字
鸿沟”对老年群体造成
的不便。实际生活中，
老年人不会使用健康
码导致出行受阻，手机
在手却不会发短信、进
行移动支付等问题屡
见不鲜，在技术迭代更
新的当下，诸如此类的

“不会”与“不便”造成
了老年人生活的障碍，
也较大程度地影响了
他们生活的幸福感。

因此，破解老年人使用智能技
术的难题，探索互联网产品与日常
服务的适老化，显得很有必要。像
多地的公共交通系统，对使用老人
机或无手机的老年群体开放专门
的人工服务通道，以提供纸质出站
通行证的方式，为老人提供便利。
又像是多地政务部门，也专门为老
人开放了“最多跑一次”的一站式、
人性化服务，解决老年人无法自助
办理业务的难题，都能让老年人少
些琐碎的烦恼。

时代文明与科技进步不应舍
弃任何一个人，更不应“为难”老年
人。拆掉重重阻隔的“数字围墙”，
陪伴老人跨越“数字鸿沟”，以适老
化改革与服务的提质增效为老年
群体纾困，才能让他们真正享受到
智能化、数字化社会所带来的便利
与幸福。

实现老有所乐，需要切实为老
年群体争权益、谋福利、求保障。当
老龄化遇上数字化，不光是智能产
品、互联网应用需要适老化，社保
适老化也需要全面升级。

如今，智慧养老、居家养老、社
区养老等新兴业态逐步升温，几乎
触及到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
让更多的老年人从中受益。例如，
近期我市公布的《台州市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草案）》中，明确了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应当实现与户籍、医
疗、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信息共
享，为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构建起一
张有力的“信息网”，将老年人所忧
所盼的问题都囊括其中。此外，“物
业+养老”“智慧社区”等养老模式
的出台，也真正打通了养老问题的

“最后一公里”，为老年人居家安享
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

实现老有所乐，也需要为老
年群体提供实现自我价值、自我
理想的舞台。现在的晚年生活，不
止于打打牌、下下棋、跳跳广场舞
的娱乐消遣，各种各样的老年协
会、老年培训课程、老年大学等，
为“活到老学到老”的自我提升提
供了平台。

行有余力的老人们，不再困守
于自己的小家，而是走到更广阔的
天地，去追求年轻时未竟的事业，
甚至是一些看似只有年轻人才会
做的事。做家政服务员、配送员、保
安，甚至运营社交平台、直播带货，
活跃在各行各业的老年人身上总
有一种不服输、不服老的劲儿，只
要敢为人先就不会落后于这个时
代，似乎是这群自得其乐的老人们
的内心写照。

老年人的生活本就是忧乐交
织的，做老年节特辑的初衷，是为
了在传达他们的快乐的同时，也呼
吁社会关注老年人生存的痛点与
难点。记者们所记录的，既是群像，
也是缩影，希望能存留更多的温
度，也离实现老有所乐的愿景更近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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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 婧

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离开工作岗位
以后，往往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时间。他们有
什么兴趣爱好，过着怎样的生活？记者记录了
几位身边的老人琐碎的生活。他们的形象，也
是众多现代老人的缩影。

我和我的老伙伴们

“老李，明天早上来东湖啊。”前一天晚
上，张天鸿就约好了“琴搭子”。

张大爷喜欢唱曲，老李喜欢拉二胡。每天
早上，在临海东湖公园的凉亭里，几乎都能看
到他们的身影。

张大爷今年69岁，退休前是一名船员，经
常一年半载不着家，他觉得既辛苦也不安定。

“好不容易到了退休的年纪，我想做些年轻时
就喜欢的事。”

张大爷笑着告诉记者，自己年轻时就喜
欢唱曲，当时还有不少小姑娘追在他后面要
听呢。“现在，我每天带个小音箱，和老李在东
湖一坐就是一上午。还有其他老伙伴一起，吹
笛子、唱戏的都有。”

早晨的东湖公园，还有正在跳交际舞的

张香梅和舞伴王大爷。
张香梅老家是安徽的。30年前，她跟着丈

夫来到临海。早几年，张香梅的老伴因病去
世。“我家两个孩子，儿子在椒江做生意，女儿
嫁到西安了。我也不想回安徽，在临海生活了
这么多年，挺舍不得的。”

张香梅年轻时很漂亮，曾是学校舞蹈队的
“一枝花”，即使过了花甲之年，也风韵犹存。
“早晨，我和老张跳交际舞。晚上，我还会去崇
和门广场，和伙伴们跳广场舞。跳舞蛮好的，可
以锻炼身体。我每天过得很充实，也很开心。”

张香梅的舞伴王大爷也是一位退休老
人，平时在家闲着，就出来跳舞消磨时间。

王大爷和张香梅因舞结缘，不仅是默契的
舞伴，也是生活中的挚友。王大爷说：“我们经
常一起看新的舞蹈视频，研究新的音乐。平时
孩子都不在身边，我们住得近，就互相照顾。”

“年轻人爱玩的，我们也喜欢”

住在椒江的陈奶奶今年 62岁，离开工作
岗位不过五六年时间，在社区的老人群体里
算是“小辈”。退休前，陈奶奶在一家私企担任
出纳。退休后，她喜欢在家看电视剧和玩电脑
游戏，消磨时间。

聊起当下热门的电视剧，陈奶奶就像 18
岁的小迷妹一样兴奋。“我最近在看一部电视
连续剧，叫《你是我的荣耀》。里面的小后生长
得清清爽爽，小姑娘也是水灵灵的。”

陈奶奶说，看青春爱情剧，她会不由地联
想到和老伴谈对象的时候。“向你们年轻人看
齐，跟上潮流，自己的心态也会越来越年轻。”

陈奶奶还是电脑游戏达人。午睡以后，准
备晚餐还早，她就会抽空，玩几把电脑游戏

“黄金矿工”。
陈奶奶说，这个游戏是她小孙女教的，“放

钩子抓金矿，挺有意思的”。“这个游戏还有双
人模式。周末的时候，小孙女过来，我们就会一
起玩。我老伴视力不好，不能陪我玩这个游戏，
所以平时我就自己偷偷练习。上周小孙女来的
时候，我们还破了游戏最高分纪录呢。”

平时，陈奶奶还会拿手机拍“抖音”短视
频记录生活。记者笑着和陈奶奶打趣道：“年
轻人玩的东西，您可是一样都没落下呀。”陈
奶奶也笑着说：“那我现在也还是小姑娘呀。”

“上线了，上线了！三缺一，三缺一！”傍
晚，温岭的姜大爷熟练地拿出手机，在微信群
里喊着牌友们。

姜大爷退休后是棋牌室的常客，常和朋
友们打麻将消磨时间。

去年因为疫情，棋牌室很久没营业，这让

姜大爷“手痒”了许久。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
儿媳妇在手机上玩线上麻将，姜大爷赶紧跟
着学了起来，还发动了以前在棋牌室的牌友
们下载这个软件，开启线上组队模式。“现在
疫情还在反复，我们平时要减少聚集，正好可
以在网上一起玩麻将游戏。”

姜大爷说，虽然手上摸不到牌，但在线上
也能过“麻将瘾”。而且，线上麻将非常智能，

“碰”“胡”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提示，语音包还
是台州本地的方言。“之前用手机玩，画面太
小了，看得眼睛疼。现在，我儿媳妇给我买了
一个平板电脑，屏幕大，麻将的花色看得很清
楚。”

姜大爷说，平时在微信群里一喊，有空的
朋友就会上线一起玩。人不齐时，也可以线上
邀请好友，大部分都是台州的网友，还可以开
语音聊天，很人性化。“你们年轻人在网上玩
麻将的也多。昨天我还碰到一个小伙子，嫌弃
我这个老头子出牌慢呢。”

儿孙相伴的日子

在临海市哲商小学附近有许多老小区，
住着一群老年人。每天早上，都能看见老人们
送孩子去上学。

64岁的吴桂芳住在广文路。她性格内向，
平时不爱出门。因为女儿工作忙碌，女儿家的

“小魔头”便寄养在她家。再过两年，她也要像
邻居老高一样，每天6点起床做早餐，6点半叫
孙子起床，再帮“小魔头”整理好，送去上小学。

她家的巍巍现在上幼儿园，接送时间还
比较灵活。

吴桂芳没有任何抱怨，似乎享受着这项
本不属于她的“工作”。记者问她，退休后有什
么兴趣爱好，她沉默了许久，“我喜欢带外孙，
这就是我的爱好”。

“早上，我送外孙去幼儿园，然后去菜场
买他昨天说想吃的鸡翅。中午，他在幼儿园吃
饭睡觉，我在家炒了碗年糕吃。午睡起来以
后，把昨天洗的衣服收拾整理好，就出门接他
回家，给他准备晚饭。吃完饭，带他去紫阳街
逛了一圈，一直玩到 8点多才回家，然后洗完
澡，就哄睡了。”吴桂芳回忆着自己的一天。

照看巍巍的一天，是吴桂芳生活的全部。
采访过程中，记者又问：“您没有自己喜

欢做的事情吗？”吴桂芳又是一阵沉默：“我平
时偶尔看看电视，这算吗？”

在学校附近的小区里，不少老人和吴桂
芳过着类似的生活。房子不大，容纳不下祖孙
三代，因此老人们大多不和子女住在一起，但
负责照顾孙辈。而这些老人也心甘情愿承担
着这份“家庭责任”。

后来，记者又采访了附近的几位老人，大
家都有一致的想法：“如果我儿子（女儿）愿意
再生一个，我还会帮他们带小孩的。孙子孙女
最重要，哪有什么自己的兴趣爱好啊。”

吴桂芳说，等巍巍长大了，她也不知道自
己该去干什么了。

他们的老年生活，充实而幸福

陈 婧

在采访这期稿子的过程中，我和爷爷奶
奶们聊到，在他们眼里，晚年生活怎么过才算

好？通过他们的答案，我发现，老年群体有自
己的价值追求，而且，这种追求是多样化的。

首先，在财富创造上，不可否认，无论是
心力还是体力，老年人与年轻人存在明显差

异。老年群体在二次就业时，发挥出的能量是
有限的。老年人其实也明白这一点，但他们还
是乐此不疲，干着能干的活，多攒些养老钱。

其次，是奉献余力和追求精神愉悦。让我
特别有感触的，是一个关于带孩子的话题。一
位大爷和我说，“儿女能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
就证明我们还是有价值的”。

事实上，这份价值需要老人付出很大的精
力，他们可能会因此放弃自由支配的时间，失

去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但在他们眼里，这是
一种“幸福”的信任感——不仅实现了自身的
价值，同时收获了亲情和陪伴。

另外，就是老人对于兴趣爱好的坚持，并始
终保持一份热忱。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闲不
下来，或是基于个人兴趣爱好，或是发挥专业所
长，继续服务邻里，奉献社会。

且不说他们的奉献有多大，服务有多广，
光是这一份坚持，已是不易。

采访手记

老年人眼中的价值

本报记者陈 婧

随着人们健康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老
人选择“退而不休”，或发挥余热为社会做贡
献，或力所能及地为家庭增加收入，同时也为
自己的老年生活增添趣味。

裁缝

在临海市鹿城路有一家裁缝铺，每天来
修补衣服的顾客络绎不绝。“你的裤子周六来
拿，别着急，前面还有好几件等着呢。”

裁缝铺老板叫玲姐，今年 63岁。2008年
起，她开始经营这间店面，帮人改裤腰、换拉
链、补纽扣，凭着精湛的手艺和实惠的价格，
熟人带熟人，回头客不少。

玲姐告诉记者，年轻时曾在服装厂当纺
织工。后来，服装厂倒闭了，她也嫁人生子，裁
缝手艺搁置了多年。直到子女长大成人，组建
了各自的家庭，玲姐觉得突然闲了下来。“一
开始，我找了份小零工做，缝扣子，一颗扣子2
分钱。但是眼睛很累，后来就没做了。”

玲姐的儿媳妇建议：“给人做工不如自己
开店，反正手艺都是你自己的。”于是，玲姐便
在自家车库里开了一个小小的裁缝铺，挂了
块板子写上4个字，“修补衣服”。

最初，顾客都是周围有需要的邻居。后来
他们发现，“玲姐的手艺真不错”，于是一传
十、十传百，裁缝铺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好。

因为价格实惠，开店其实赚不到多少钱，
但玲姐觉得，“平时在家没事做，有这样的手
艺，浪费了也可惜。看到大家对我改衣服的手

艺很认可，我觉得很开心”。
“不过，现在我的视力有些下降了。以前

一天能改十几件，现在最多改七八件，再过几
年，我就不打算继续做了。”

送菜

因为老房子拆迁，黄奶奶从立地套房搬
进了带花园和草坪的现代化小区。

“我们一共分了 3套房子，我和老伴住在
这里，还有两套卖了，给儿子在杭州买了套新
房。”黄奶奶的儿子很孝顺，每半个月就会从
杭州回到天台，看看老两口。

不过，少了以前老房子的隔壁邻居，不能
走两步就串串门、唠唠嗑，闲暇的时候，黄奶
奶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去年，社区团购和送菜上门兴起。黄奶奶
了解到，需要几个人把团购的菜从小区门口
送到各家各户。黄奶奶心里一盘算，“在家闲
着也是闲着，不如帮邻居们跑跑腿，还有钱
赚”。于是，她自告奋勇接下了这项工作。

“有些年轻人在网上买了菜，白天上班不
方便拿，我就先帮他们拿了放在家门口，等他
们下班回家，就可以直接带进门了。”

为了方便送货，黄奶奶还专门购置了一
辆小拉车。“同一幢要送好几户，就放在一起，
拉着车送，不用一趟趟下来拿，方便些。”有时
候单子多，忙不过来，黄奶奶还会拉上老伴帮
忙。老伴嫌黄奶奶“吃力不讨好”，不过嘴上再
嫌弃，还是动作麻利地帮黄奶奶送货。热心的
老两口，也得到了邻居们的称赞。

“每个月自己赚点钱，又可以帮邻居们的

忙，多动动，还能预防老年痴呆，挺好的。”不
过，黄奶奶也有烦恼，“年纪大了，有些重的东
西拎不动，还需要年轻人搭把手。”

保姆

老赵一家曾是人人羡慕的一家四口。儿
子做工程，还娶了个漂亮的媳妇，家庭和睦，
子女孝顺。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老赵的儿子
失去了一条腿。一向和和气气的儿子变得脾
气暴躁，最后儿媳妇离婚走了。

这些年，老赵身体不好，光靠他每个月
3000多元的退休金，支撑不了一家人的生活
开支。生活的压力落在了老赵的妻子王奶奶
身上。

王奶奶和老赵结婚 40多年，自从 20岁嫁
给老赵后，便没再出去工作过。不过，这些年
王奶奶练就了一手好厨艺，爱干净的她，把家
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在邻居的介绍下，王奶奶开始给一户年
轻的二胎家庭做不住家的保姆，平时做饭、洗
衣服、打扫卫生，不用带孩子，一个月3500元。

手脚勤快、做事利索的王奶奶，很受这家
人的信任。今年是她在这户人家当保姆的第
四个年头。这对小夫妻知道王奶奶家情况不
好，时不时会让她带一些吃的用的回去，逢年
过节也不忘给她包个红包。

即使生活碰上了不如意的事，王奶奶依
旧是个很乐观的人。“之前幸福地度过了这么
多年，现在辛苦点，也是生活。”

她还告诉记者，儿子的情况比之前好多了。
现在在亲戚的厂里做帮工，也能赚点钱。“遗憾

就是，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抱上孙子了。”

保安

今年71岁的孙大爷在椒江枫山新村住了
20多年。

年轻时，孙大爷曾在温岭一家机床厂做
工，退休了才回到椒江。闲不住的孙大爷，在
家附近的学校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顺便收
送快递。

孙大爷的儿子们总是劝他，退休了就在
家好好享福，别出门工作，“又不是钱不够花，
累坏了多不好”。孙大爷不肯，总希望能发挥
余热，两个儿子轮流劝他也不好使。

孙大爷当保安，每个月有3500元工资，再
加上4000元退休金，他表示，对现在的生活很
满意。“我有手有脚，自己能赚钱养自己，不想
麻烦儿子，也落得自在。”

在孙大爷的怂恿下，老伴也在附近一家单
位找了份“看门”的兼职，早上开门、晚上锁门，
和另一名保安轮流值夜，一个月也有2500元。

这么算下来，两位老人一个月收入万余元。
孙大爷还说，学校食堂可以吃饭，老伴也

会过来一起吃。两老平时没有别的用钱的地
方，“年轻时都是苦过来的，老了身上也得留
点钱，才能安心”。

孙大爷还告诉记者，自己存下这些钱，其
实有“私心”，就是不想麻烦儿子给自己养老。

“年纪大了，看病、买药累积下来也是一笔不
小的开销。以后实在干不动了，就拿着存款、
退休金，和老伴一起住到养老院去，也有人
陪，尽可能不给孩子添麻烦。”

退而不休，他们享受着老来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