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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来到长沙跟着儿子住，对于今年 71 岁、

从广东某厂矿国企领导岗位退休的陈柱德

来说，一直不习惯。

“父母的家永远是儿女的家，儿女的家

却只是儿女的家。”生活在儿子家里，陈柱

德总有一种住在“别人家里”的感觉，生

活中的摩擦也是接踵而至。

在老家县城时，陈柱德喜欢在家里开

着音响唱歌。来长沙�，�也���习惯来长沙�，�也���习惯�，�也���习惯

带到了儿子家。每当闲下来的时候，陈柱

德就�家里的音响拿出来，并习惯性地调

到最大声。

“我劝过�多次，要�不要在休息时间

唱歌，也不要开那么大的音量，但�总以

为跟在老家差不多，再加上可能年纪大了，

耳朵有点背，听不大清，就一直开着很大

的声音，搞得隔壁的邻居多次投诉。”陈柱

德的儿子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老爹

还沉浸在唱歌的快乐中时，物业已经接到

投诉多次打来电话，并且上门劝说了。

“老爷子��里当成在乡下，每次我说

�，�就说我开的声音不大呀，没有问题，

也没有意识到在城里�样做很扰民。”陈柱

德儿子无奈地说，“一说�，�就发火，不

管�吧，邻居就不断地打电话给我，那段

时间搞得我快��了。”可无�儿子��做��了。”可无�儿子��做�了。”可无�儿子��做

工作，陈柱德依旧我行我素，只是音响的

声音略小了一些。

陈柱德的生活习惯，跟儿子儿媳也格

格不入。“�们睡晚了我看不惯，网购一买

一大堆我觉得很心疼，我们那时候多节省

呀。”�还觉得儿媳的衣服太多，铺张浪费，

且不尊重长辈。

而最大的问题，出在育儿理念的冲突

上。之前在家里，陈柱德和儿子就经常为

孙女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学习习惯甚

至是衣着打扮发生冲突。那一�在��时，发生冲突。那一�在��时，冲突。那一�在��时，

陈柱德和儿子关于育儿的冲突又爆发了，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孙女正在吃��，一�鸡蛋吃

到一半时，觉得饱了，就想不吃里面的蛋黄。

一旁的陈柱德看到�非常生气，严厉地斥

责道：“我们小时候都饿得没有东西吃，你

不吃完��蛋黄就不能出门。”

陈柱德的儿子见状�，走上前说：“算

了，不就一�鸡蛋嘛，没吃完算了，赶紧

去上学。”但此时的陈柱德不依不饶，生气

地说道：“你看，都是你惯的，从小都没有

规矩，以�长大肯定不成器。”陈柱德儿子

也不示弱，态度坚决地说：“就一�蛋黄而

已，你�么上纲上线干嘛？”一气之下，

陈柱德和老伴便回到了老家。

陈柱德的儿子告诉记者，回老家�，

老爹跟各路亲戚告状，说儿子欺负了�，

��赶回了家。“我的很多亲戚都打电话过

来，搞得所有亲戚都知道了，我很没面子。”我很没面子。”很没面子。”

无奈之下，�给父亲发了短信道歉。“但从

心里，我不觉得我自己有错，也不希望父

亲再回来和我同住。”

刘益杰原本在乡下种地，因为儿子生

了小孩，便被召到了城里��。��。。

周围的环境对刘益杰来说并不“友好”。

“我不会用手机扫码坐车，所以很少坐公交

车。我都拿现金去超市买东西，但好多地

方又不收现金，东西都不会买了。”无法使

用智能手机的�，常常只能站在楼下休闲

广场上看飞鸟，“�来儿子专门花了两�时

间教我怎么坐地铁、下 APP、出示健康码、

刷码进站、换乘，就是太麻烦！”

来到儿子家没多久，刘益杰就找到了

离家最近的菜市场，哪家的豆角、萝卜、

黄瓜最便宜、最新鲜，�都�数家珍。“有

的菜新鲜的好吃，有的菜差一点也可以。

�们买菜就是又要贵又要好吃，还要新鲜，

我们只要便宜，哪怕没有那么新鲜也可以。”

除了不适应，刘益杰最害怕的是生病，

�心疼钱，也不想给儿子添麻烦。好几次，

儿子喊�去看病，�都非常固执，总是找

理由不上医院。医保报销也是困扰刘益杰

的难题。“除非住院，不然都得自己掏钱，

出院以�花了多少钱只能返回当地再报，

然而当地有的药费、床位费、门诊费不能

报，除去�些能报的不多。而大城市医疗

费用高，因此有报销也要花费一笔不小的

开支。”刘益杰儿子还给�们买了一些商业

保险，但老人们年纪大了，合适的险种并

不多，理赔门槛也比较高。

一闲下来，刘益杰会忍不住想念�的

老伴。每年过年，是�跟老伴团圆的日子。

刘益杰老伴带回儿子家的大包小包里除了

熏的腊鱼肉外，还有各种给儿子一家准备

的养生食材，枸杞、桂圆每�都要泡着喝。

“开始儿子不愿意搞�些，总是推�说�说说

没有时间做着吃。但�来�们慢慢也能想

通接受了。父母也是为你的身体着想嘛，

又不是要害你。”刘益杰说，“老人家最简

单的愿望，就是希望晚辈们吃得好、身体好，

家庭和睦。”

“我觉得，在与父亲相处的过程中，有

斗争，也有妥协，大家相互包容，在冲突

和磨合中共存。”刘益杰的儿子说，有时�

还计划找点事给父亲做。

对于是去是留，刘益杰多次提到想回

去。但眼下，孙子还小，儿子肩上的担子

不轻，“现在我是掏心掏肺地愿意��，真

要让我走我还舍不得，我就觉得我舍不得

�们爷俩。”

“随迁老人的出现，既

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的产物，也是家庭内

部协调的产物。”����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随����，随

迁老人的日常生活大

多被照顾孩子挤占，

社会交往的切断、子

女工作的��，���的��，�����，���

们的情感需求极易被忽略。

同时，身体状况也会影响到随迁

老人的被需要感。“而歧视文化的存在，

让随迁老人的融入变�更为困难。”

��分析，随迁老人面临的困境

包括家庭、心理、社区、制度等层面。

从家庭层面看，“随迁老人”的社会身份、

网络都留在了老家，流入城市后�们的

生活不仅与过去发生了整体性断裂，作

为子女核心家庭的外来者，还要重新

适应年轻人为主的生活方式；心理层面

上，家庭生活变成以孙辈为�心，老年

人逐渐成为容易被忽视的“隐形人”；

社区层面，作为“半熟人社会”，老年

人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朋友圈”以融

入。“尽管随迁老人能享受到所在地一

定的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但仍存在

一些制度政策方面异地衔接的困难。”

“来自家庭的关怀是随迁老人社会

支持的首要之义。子女要给予老人足

够的经济、生活和精神支持，

积极与老人进行沟通交

流，多一些对�们的包

容、忍让、陪伴和理

解。”��告诉今日

女报 /凤网记者，“既

要打通城乡、异地壁

垒，摒弃歧视文化，

切实让随迁老人享受

到诸如公交出行、公共

文化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又要加大对婴幼儿

照护服务的投入力度，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随迁老人的育儿压力。”

从个人层面看，��认为，随迁老

人要树立“积极老龄观”，主动转变心

态适应异乡生活，主动参与社区组织的

活动，积极融入新圈子。“还可以充分

利用空暇时间，学习新技能、新观念，

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精神世界。”

��还建议，社区要创造良好的

条件和环境，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

通过让随迁老人参与社区的公益活

动、协助进行社区治理事务等方式，

让�们有价值感、意义感、存在感，

帮助�们重建社会网络，解决社会

融入困境。同时，随迁老人也可以

作为很好的人力资源，激发社区活

力，促进社区和谐并帮助��社区帮助��社区��社区

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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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应加强随迁老人的社会参与

长沙县满天星社会工作服务�心是

一家为随迁老人�供服务的公益组织。

负责人田生梅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今年，满天星在长沙县泉塘街道开展了

随迁老人城市融入项目，希望通过组

建老年大学和老年志愿队，吸引随迁

老人走出家门，融入所在地社区生活，所在地社区生活，在地社区生活，

让随迁老人不孤单。

田生梅说，她自己的婆婆和邻居也

是随迁老人，�们远离家乡，对于陌生

的城市并没有产生归属感，除了照顾孩

子之外，难以感受到自我价值。

一位年近七旬磨刀老人的出现，激

发了田生梅做关爱随迁老人公益项目的

想法。这位磨刀老人曾经在广州作苗木

工人数十年，如今年老了，跟随儿女

住在一起，仍然想要发挥出自己特长，

为大家做些事。于是�自制工具，穿

家走户为居民�供起了磨菜刀的服务。

大家对老人的服务很认可，老人也觉�

自己的服务有价值。

在满天星开展随迁老人服务活动

�，田生梅首先会组织上门聊天，“和

老人们拉拉家常，�们就会很高兴了。”

另一方面，田生梅希望能够让更多的随

迁老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我们会发动

低龄老人参与到志愿活动�来，为高

龄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护理工作，明

年将有一批低龄老人考取养老护理员

的证书。”

“我们要推动�们主动去服务、

开展自我服务，而不是被动地等待

被服务。同时，还会尽可能多地陪

伴�们，了解�们的需求和困惑。”

之后，田生梅打算在满天星为随迁

老人准备换拉链、补鞋、缝纫等便

民服务，“有手艺的老人可以选择自

己动手，只需要出一点成本钱；也

可以服务�人，在靠自己的手艺获

�报酬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在田生梅看来，服务随迁老人的

挑战有三处：发现老人难、资源对接

难和平台有限。“随迁老人有时不会

主动敞开心扉，需要我们主动去发现、

挖掘�们的存在和问题，并建立信任。

而社会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有限，我

们能做的更多是服务活动，帮助�们拓

展新的同龄的社交网络，进而�到更多

的支持性资源。”面对挑战，田生梅选

择继续做下去，“希望�们能融入社区，

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

学者观点：应建立对随迁老人系统式的关爱
气冲冲返乡的老爹：一个鸡蛋引发的家庭矛盾

被迫“触网”的老�：老�：：和孩子在冲突磨合中共存

（文中潘立新、曾兰平、陈柱德、刘益杰均为化名）

一对夫妻在路边的夕阳下说着悄悄话。

米莉

长沙县满天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
在组织社区老人参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