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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前是高级工程师，身体还不错
见到肖连惠老人是在他孙女的家里，那是

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3楼，还有电梯，很方便
老年人上下楼。

肖老是一个人在家的，他解释说，孙女夫
妇俩都上班去了，重外孙也上学去了。他一个
人在家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主要是看养
生保健类的书。

“我今年 92岁了，老伴 2001年过世了，她
活了 80岁。”面前的肖老表情淡定，思维清晰，
耳不背，胳膊腿脚也还灵便，很难让人相信他
已有92岁的高龄。

据肖老说，他是 1935年参加工作的，是高
级工程师，在铁路部门工作到1984年离休。离
休后，还在河南省离退休工作者协会工作过一
段时间，主要是当时不适应一下子闲下来的日
子，想为社会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自己也有房子，在汝河小区，以前我经
常住在那里，最近一两年，我在孙女这边待的
时间长一些，孙女家有我一间单独的房间，没
事的时候，我还可以给12岁的重外孙辅导辅导
功课，偶尔也回到汝河小区住一阵子。”

肖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 68岁，也是
一位退休老人了，身体不太好，居住在濮阳。
小儿子1987年过世，有一子一女都在郑州。目
前，老人主要跟孙女和孙子生活。孙女家住健
康路，孙子家在碧波园附近，“三个点之间坐公
交车都很方便。”肖连惠说，自己能乘坐公交
车，不需要别人扶送。

改嫁儿媳天天来做午饭，孙子
女经常照料他生活

“肖老有个儿媳妇很孝顺，经常来汝河小
区给他送午饭做饭。”和肖连惠同住一幢楼的
邻居告诉记者。

记者就此向肖连惠求证，肖老笑了，他说，
小儿媳名叫刘润英，22年前小儿子去世，她就
拉扯着一儿一女生活。后来又改嫁了一户人
家，这家人也很不错。

“刘润英和孙子一家人住在碧波园附近，

我一个人在汝河小区住的时候，怕我有啥意
外，她每天都坐车到汝河小区，一方面来看看，
另一方面把做好的午饭送给我。”肖老说，午饭
一般送得多，吃不完，晚上热热就可以了，早饭
就喝些牛奶，吃些面包。

上午 10时 30分，记者正和肖老聊着天，传
来钥匙开门的声音。“这是我儿媳妇来做中午
饭了。”老人刚说完，门开了，一男一女走了进
来。肖老对记者介绍说，这就是小儿媳刘润英
和她后来又嫁的人，经常是两个人一起来，男
的可以帮着打个下手。

寒暄了两句后，刘润英拎着刚买的菜，换
上拖鞋，和老伴径直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厨
房里传来洗菜的声音。

过了一会，刘润英走出厨房，对记者说：
“老人如果在汝河小区，我就会在家里做好饭
菜送过去。老人要是待在俺闺女家，我就到闺
女家来做中午饭，闺女一家下班也能吃上饭。
老人住这儿，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晚上有孙
女一家人陪着，还有人给他打好洗脚水。要是
他一个人待在汝河小区，我总是放心不下。”

每月4000元退休金，常贴补小
辈家用

“儿孙都挺孝顺的，但都有些家庭负担。”
肖连惠向记者透露，他每月的退休金有 4000
元，医药费实报实销，经济状况很宽裕。他经
常将自己的退休金贴补给儿子和孙子孙女一
些。“儿子、儿媳、孙子和孙女都挺孝顺的，作为
老人挣再多的钱自己能花多少？不贴补给小
的，还能贴补给谁呢？”

说到这，刘润英插了句话：“即使老人没有
这么多的退休金，儿孙们该怎么照顾还怎么照
顾。儿孙们不富裕，大不了吃得差一点。”

刘润英告诉记者，她和老人的孙子住在一
起，除了给老人做午饭，她还要照料一个4岁的
小孙女。有时候，她感觉两头忙不过来，就先
尽着照顾老人，让儿子自己照顾4岁的孩子。

“文革时期，我被下放，白天参加劳动改
造，晚上还得接受批斗。因为这，落下了腰椎

病。”肖连惠说，除了腰椎有病，他心脏也不好，
心律不齐。所以，像其他老年人一样，他经常
靠服药来控制病情。

不愿给小辈添负担，想去住养老院
不缺钱花，小辈们都很孝顺，这种日子对

许多老年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然
而，知识分子出身的肖连惠，还是觉得这种日
子有些孤寂。

看见老人的桌子上有一本书，记者随手拿
起这本《心兵法》翻了翻，里面介绍的有“决策
心兵法、健康心兵法、创业心兵法”等内容。

“我平时看书很多，内容也很杂，但主要是
健康养生方面的，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医方面的
书。”老人说他退休后，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买
了不少书回家，主要靠读书来打发日常生活。

“我不喜欢打牌，也不会打麻将。”肖老说，
有时，他会坐公交车到原来的同事家里坐坐，
和志趣相投的老年人聊聊天，交流交流思想。

采访临结束时，记者询问肖老对今后的老
年生活有啥想法。老人说：“我家里订的有郑
州晚报，报纸上说，去年下半年，郑州最大的
养老院在长江路开建，名叫‘爱馨阳光城’，那
里的档次比较高，还开办有‘中国老年大学’，
可容纳1万名老人。我觉得那是政府部门对老
年的一种关心和爱护，我希望能搬到那里去
住。一是可以减轻小辈们的负担，让他们安心
工作，过好自己的日子，二是那里老人多，可以
与文化层次相同的老年人交流聊天。”

听到老人的想法，对老人十分孝顺的小儿
媳再次插话：“听老人这样说，我这个当小辈的
感到脸红。以前老人偶尔也说起过这种想法，
但我们都没有太当真。因为小辈们想的是家
里的老人要是搬到养老院去住，会让人笑话，
会让人认为我和孩子对老人不够孝顺。不过，
社会观念在转变，我和孩子们也会尊重老人的
想法和选择，就像现在，老人可以选择自己
住汝河小区，也可以和孙女住一起。但不管
他在哪里，我就是再忙，也会去看望他，力所
能及地尽一份孝心。”

改嫁儿媳天天来做饭，孙子孙女经常来照看

子孙再孝顺，他还是想住养老院

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总人口7%的国家和地区，被称为老龄化社会的国
家和地区。早在1996年我市就步入老龄化社会。

根据郑州市统计局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数
据推算，现在我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5万多人，
占全市总人口近9%。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空
巢老人约10万户。

根据专家预测，今后几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
数量将以年均3％以上的速度递增，而80岁以上的
高龄老人则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全
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1/4多。
据调查，目前在我国的老年人中，空巢率已经达到

26.4%，这就意味着有 1/4 的老人身边无子女照
料。他们一旦到了高龄，丧失自理能力，生活就会
非常困难。因空巢引发的老年人身心问题和疾病
日益增多，经常有老人出现害怕、孤独、抑郁等心
理问题，甚至有些老人为此走向绝路。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成为空巢老人生
活的真实写照。空巢老人问题已不仅是个人问
题，而是全社会的痛。

这些老年人就像一架架年久失修的老钟表，
滴答着生命的马达，磕磕绊绊奔向人生的终点。
他们就像一豆豆在风雨中飘摇的灯火，虽然忽明
忽暗，却总是顽强地向世界散发出自己的光明和

温暖……他们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三个人，而是
数以亿计的庞大群体。当越来越多的儿女为了生
活四处奔波，顾不上到父母面前嘘寒问暖，当越来
越多的父母独守空巢，静静守候远方的儿女如候
鸟般归来，有谁知道空巢老人的所思所想？有谁
牵挂空巢老人的生活冷暖？

本报陆续推出关注空巢老人系列报道，如果您
身边有这样的老人，或者您就是这样的孤寂老人，
请您拨打电话 67655531、67655053，或发邮件
sh123456s@163.com，来信请寄：郑州市陇海西路80
号郑州晚报区域中心，把这个特殊群体的故事和线
索告诉我们，也许我们大家能帮助他们做点什么。

郑州有空巢老人10万户，让我们帮他们做点什么

肖连惠老人今年92岁，是一位离
休的高级工程师，相比之下，他的老
年生活还是幸福的，老人每个月退休
金 4000 元，衣食无忧，身体也算硬
朗。尽管22年前他的小儿子就去世
了，但已改嫁的小儿媳却天天来给他
做饭、送饭。在郑州居住的孙子孙女
家中也给他留有房间……但是，当和
记者谈起他老年生活的打算时，他还
是说出了一个藏在心底很长时间的
想法：想搬到养老院去住，一是可以
不给小辈们添负担，二是可以有伴儿
聊天解闷。

晚报记者 熊堰秋/文 王梓/图

同龄人情趣相投
也许比吃住更重要

实话实说，写空巢老人的报道时，我
心里始终忐忑不安，生怕由于表述不当，
伤害了一些儿孙的孝心，影响人家家庭
和睦。

譬如肖连惠老人的家人，我觉得作
为一个改嫁多年的儿媳妇，坚持每天给
老人做午饭，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老
人的孙子孙女，虽然没见过，但和他们通
过电话，可以感觉到他们对老人的一片
孝心和满腔的热爱。把他们的长辈作为
空巢老人的代表来写，会不会伤害到他
们难得的一腔孝顺之情？

赵本山和宋丹丹在小品《钟点工》
里，演绎了一类老年人空虚寂寞的心态：
儿子把父亲接到城里享福，可父亲住在
家庭条件优越的屋子里老是闷闷不乐，
儿子花钱请家政钟点工，专门陪父亲聊
天解闷儿。宋丹丹借小品人物之口，称
这类与子女住在一起、子女一上班就一
个人不知该干啥的老年人为“屋里憋屈
型”。“屋里憋屈型”也是一种常见的空巢
老人表现形态。

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子女都别上
班，抽出时间在家里陪伴老人。同样，我
们也不能指望，有吃有喝有子女照顾的
老人都不该感到孤独和寂寞。

孝顺的小辈，丰厚的退休金，无论从
哪项物质指标来衡量，肖连惠老人都符
合幸福晚年的特征。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他不愿和家属院的那些老年人一起
打扑克打麻将，无法和志趣相投的老人
交流聊天，大概也属于“屋里憋屈型吧”，
这也许是知识分子晚年生活特有的一种
表现形态。肖连惠老人的生活也代表了
一类空巢老人的生存状况，希望人们借
此了解更多的老年人，了解他们丰富的

内心世界和寂寞的
情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