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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庆丰社区办公室，见
到了社区心理辅导师腾红霞。

说起沙大妈一家的事儿，腾红霞滔滔不
绝地讲起了他们如何开导沙大妈的过程：

方法一：拿身边的例子说话
腾红霞说，第一次见沙老太太的时候，她

已经不吃饭了。
“那你咋没看楼下那老爷子都 90 多岁

了还好好的呢，现在活到 100多岁的大有人
在……”于是，腾红霞就开始给老太太举例
子，把周围认识的健康快乐老人的故事都说
了个遍，这才让沙老太太宽了不少心。

方法二：先开导老伴，再互相影响
为了真正解决问题，腾红霞决定先开导

李大爷。
于是，每天中午下班后，她都会主动去家里

看看李大爷，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家也住在庆丰
社区的腾红霞就到门口和乘凉的李大爷聊天。

经过一个月的攀谈，不仅李大爷的心情变
好了很多，他也学会常常跟老伴儿多说几句话。

方法三：常去串门，让家里热闹起来
“老年人其实就是害怕寂寞，希望得到关

注和认可。”腾红霞说，自从了解到沙大妈家
的情况，她和社区的几个同事隔三差五地就
去家里探望两位老人。

她说，跟老年人聊天一定要学会当个倾
听者，顺着他们的意思说话。

“可以跟他们聊年轻时候的故事，多认可
他们的工作和想法，向着积极的方面引导。”

“李大爷天天都盼着我们过去坐坐，一去
家里就热闹了很多。”社区工作人员小李说，
和两位老人一说话就能说上一上午。

方法四：引导老人换位思考
“现在很多家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孩子

给老人吃好穿暖没问题，却不知道老人其实
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交流。”

腾红霞分析说，沙大妈家的几个儿女其
实对父母都很孝顺，沙大妈在家完全可以“享
清福”，但是因为工作繁忙，儿女们却忽视了
和父母在思想上多沟通。

腾红霞引导老人多换位思考，“想想大家
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忙于工作，尤其是你儿
女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天工作回
到家，就得马不停蹄地开始做饭，然后辅导孩

子做作业，哪里还有空闲时间啊”。
“其实很多事儿都是一张窗户纸，就需要

我们用话捅破了，老人家也就想明白了，每个
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需要他们也理解自己的
子女”。

方法五：鼓励多说话，多出门
正是夏天炎热的时候，腾红霞就让李大

爷有空多带着沙大妈出来溜达溜达，“让他们
拿个椅子坐在门口和大家一起乘凉，或者饭
后出去散散步”。

“有时候，我还跟她说让她自言自语都
中，只要能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现在，沙大妈不仅开始吃饭了，也开始老
老实实地跟着老伴儿一起出来遛遛弯儿了。

方法六：老人也要学会自我调节
“现在许多年轻人经常在外奔波，冷落了

家里的老人，不能长伴左右，所以那些老人就
会在家里胡思乱想，这就是抑郁症的症状。”
腾红霞说，老人也要学会自我调节和保健，把
握自身健康的主动权，并发挥余热、老有所
为，通过人际交往，逐步减少对子女心理上的
依恋，提高自立程度。

“沙大妈，我们来看你了，还给你带来了早餐！是你最喜欢吃的小笼包子。”昨天一大早，庆丰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政通路李大爷老两口的家中。
看到有人来到家中，沙大妈又是倒水，又是准备水果，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沙大妈还是郁郁寡欢，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多月前一个炎热的下午说起。 晚报记者 黄盈 见习记者 柴琳琳 实习生 陈佳邑 通讯员 李松华

“求求你们，救救我家老伴儿吧，她已经绝
食好几天了！”6月20日下午，沙大妈的老伴儿
李大爷来到庆丰社区办公室。

李大爷说起了事情的经过：
前一段时间，他和沙大妈晚上在院里乘凉

时看到小区院门口有一家人在办葬礼。
“这位老人已经 80多岁了，平时身体不错

的，人老了，怎么说走就走了！”就是别人这样一
句无心的话触动了老伴儿的心，老人回家后一
直郁郁寡欢，经常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喝，也不
跟人说话。

沙大妈和李大爷有 5个子女，因为工作的
原因，现在只有一儿一女在郑州，两位老人在儿
子家中居住。

老人的儿子工作比较忙，经常早出晚归，孙
女上的是住宿学校，一星期回家一次，回到家里
也是抓紧时间学习，平时也不怎么跟老人说
话。在外地的3个子女虽然隔一段时间会打来
电话，但总是说两句话就挂了。

李大爷说，儿女们平时也都很孝顺，吃穿都
给他们打理得井井有条，但就是太忙了，很少跟
他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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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办葬礼，老人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