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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茶室的"风生水起#引来了其他区

或全国各地的好奇$比如嘉定区$甚至还

有新疆的工作团队来考察学习%

因为$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当前的热

点问题%

&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

计调查制度'显示$上海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已达 #$%&'%万$ 占全市户籍总人口

比例首破 $()关口$纯老家庭(独居老年

人不断增加% 未来$上海步入老年阶段的

人群中 *+)以上是独生子女父母$随着独

生子女父母成为老年人群主体$)纯老家

庭*现象愈加明显%

缺少交流(孤独(落伍成了相当一部

分老人的)标签*$一些孤寡老人在家身亡

或被骗新闻亦见诸媒体报道%

一名长期在上海)老城厢*从事居委

会工作者认为$)温馨小茶室*的活动形式

值得推广$这是社区养老结合居家养老的

一种经验模式$但她又承认$目前这样的

平台还是太少$并且办活动仍受到很多条

件)约束*%就以上海市中心某些区域来说

吧$ 由于本身的空间局促$ 最基本的场

所+++部分老年人活动中心场地$也都难

保证%何况$"如果搞一个活动开一个教学

班$场地(师资问题都需要解决% 另外$能

否及时凑到一定人数也是很重要的% *

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师柴定红

发现$ 部分居委会活动室使用效率较低$

仅有些桌子椅子$其他设备缺乏$不利于

老人开展活动,她也遇到过$若一个房间

中有一拨人来了$ 别人可能就不会来了$

有些)领地*的意思%

组织牵头人也很重要$)即使有很多

人想要搞活动$ 但是没有积极分子挑梁$

最后还是办不成%*对此$柴定红建议可引

入专业社工进行组织孵化$ 培养一到两

年$ 可以激发组织中的居民各司其职$达

到最后的团队自治%

其实$目前国家在养老方面的投入并

不小$但最后的效果仍有限%为什么呢-主

要因为$政府主要是做托底的工作$但养

老服务同样需要资金的支持$只有完善了

服务$老年活动室获平台搭建才能越来越

有活力$惠及的人群也将更加广泛%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做客 ,+-!

)民生访谈*曾指出$)十三五*期间上海将

再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 .++家(长

者社区照护中心 %+家等以满足社会养老

需求% 除机构养老以外$社区养老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养老方式$而)嵌入式*养老的

模式比较符合上海房屋资源紧张的特点%

)我们希望老年人能够在就近( 能够在熟

悉的社区环境当中颐养天年% *

而)温馨小茶室*$就是对此问题的一

份小小答卷% 前路尚漫漫$还有待更多的

有心人来求索%

“温馨小茶室”用十年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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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

老人的精神家园何处可安放
! 施 茗

老人们说，退
休工资够用，物质
条件也不缺，但他
们更在乎得到关
心，有事情做，能有
精神上的满足。

老人的精神生
活该如何回归？上
海仍在求解，“温馨
小茶室”或是一个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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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爸吾妈，今朝去茶室了吗？”青浦章浜
小区的小辈每天会这么问，每当得到肯定的
答复，他们才放心。
这里有家“温馨小茶室”，也是 !"个老人的

第二个温暖之家。居委会牵头创办以后，这个老
人们自发管理组织的小茶室，已经快 #"岁了。

每天一早，章浜小区的年轻人去上班了，
茶室就开张了，而它并非简单的聊天吃茶之
地：聊新闻热点、学习老年大学课程、唱歌弹
琴吟诵唐诗、做操保健养生……一周开放 $

天，主题内容不重样。
那些曾在小区门口成天呆坐的老人终于

找到了人生“第二春”；身处市区、甚至移民海
外的子女觉得，独居父母有了照应。

茶室成员金荣才有感写下文字：“夕阳无
限好，不是近黄昏，只是更美丽。”
“温馨小茶室”在青浦区夏阳街道章浜社

区活动中心底楼内。几乎每天，!%位老人都会
雷打不动相聚于此。几张桌子，几十把椅子围
成五组，把二十平方米的空间填得满满当当，
装修朴素的小茶室茶香四溢。

这里并非只是让老人“茄山胡”，茶室首
批成员刘金瑞、周伯顺等从一开始就希望茶
室能让达到“天天快乐，人人健康”，“不聊那
些不三不四、不愉快的事情，不能成为发牢骚
的场所，我们要传递正能量。”

每天 &'%%(#%'%%小茶室都有丰富的内容
安排：周一量血压、卫生保健；周二组织远程
大学电视课学习，每年一主题，今年的主题是
环保；周三发言交流新闻热点；周四讲故事；
周五组建合唱队……

另外，茶室会结合形势举办时政讲座，不
间断邀请社区民警宣传安全知识；中山医院
青浦分院的医生也愿意来此分享养生保健知
识。逢年过节或茶友寿诞，老人们又会一起聚
餐庆祝。

而目前，与时俱进的老人们正琢磨着如
何围绕 )*%展开讨论学习。
十年里，这群快乐的老小孩不仅获得了知

识，找到了更多的共同话题，也收获了友谊。
“我们平时也会打电话串门聊天，谁去旅

游了，总会第一时间想到给大家带好吃的；谁
家子女结婚、抱孙子、小辈考上大学了，都会
一起分享好消息！”一名成员说。而一旦茶友
有困难，大家也会一起解决和分担。

小茶室现有成员中不少都是独居老人，
有的第二、第三代都已移民海外。刘金瑞的一
个儿子便留在了美国。“有时候子女离得远或
者工作忙，无法一下子照应上，我们这帮老伙
伴可以互帮互助，解除子女的后顾之忧。”

缘起
带来欢声笑语的小茶室的诞生，源自于

老人的呼唤———我们想有个说说话的地方。
*%%+年起，退休后的刘金瑞一直在章浜

居委会做志愿者。他时常发现，一些退休后的
老人会呆坐在小区门口，默不作声，眼里是满
满的孤独；也有的坐在绿地里的健身器上晒
太阳、打瞌睡，一坐就是半天。

一对老夫妻的谈话，让大家下定决心要
为社区老人们搭建一个平台。

*%%,年春节刚过，刘金瑞在小区业委会
办公室值班，这对老夫妻捧着茶杯走了进来。
他以为是居民要反映问题，急忙问询。
“没有什么事，来坐坐。”老两口说，子女

都上班了，家里只剩他们，冷冷清清。
说着说着，这对夫妻唉声叹气起来：“哎，

没劲！现在退休人员生活条件好了，不愁吃不
愁穿，就是没有一个和人说话的地方。”
“居委会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一个说

说话的地方？”他们突然建议。
他看着他们手中的茶杯，也有了主意：要

不让居委会办个小茶室，老人们每天在里面
吃吃茶，说说话？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前章浜社区居委会
党总支书记姚亚萍的支持。场地、桌椅、电视
机由居委会牵头解决。

*%%,年的正月十六，“温馨小茶室”踩着
新春的步点，火速开张。由刘金瑞和周伯顺牵
头，烧水、打扫或测量血压、搞活动订餐等事
宜都由茶室成员“自给自足”。“开门烧水是一
天最重要的事，来人没水喝怎么行？……”老
党员周伯顺主动负责每天烧水、打扫。两个儿
子孝敬他的好茶，他常带给“大家一起尝尝”，
被大家戏称为“周老板”。当然，活动经费大部
分 --制，从 *%%,年起，每一次支出和收入都
记在了账本上。

令所有成员未料到的是，很多人一聚就
是 #%年。小茶室也从最初十几人，发展到如
今 !%人左右。现在的成员平均年龄 ,&岁，最
长者 ./岁，最小的 $0岁。

群体中党员占了不少比重，所以大家相
约要一起迎接五年后的建党 0""周年。

心结
小小茶室，亦曾遭遇过病魔的挑战。大家

同心协力，不仅挽回性命，更增加了凝聚力。
刚失去老伴的许望琦这段时间坚持参加

茶室的活动。&月 **日，适逢周一量血压日，
退休医生沈勤君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她量
不到许望琦的血压。沈医生以为是血压计坏
了，又找其他人试了一下，没问题！正当确定
机器完好时，突然，许望琦晕倒。

平时课上接受过急救培训的老人们立刻
汇集过来帮忙：有人打 0*"；杨梅兰扶住许望
琦，并掐她的人中；其他成员把屋内的椅子拼
凑一起，让她平躺。

事后接诊医生表示，病人已有缺氧、心脏
早搏、小中风的迹象。
有惊无险，许望琦已经出院，回归大集体。
茶室成员沈雪中曾是一名放射科医生，

她回忆起当时的事，还心有余悸：还好救护及
时、处置妥当，如果当时许望琦一人在家里，
后果不敢想象。

而张北平的故事讲述了“一念地狱，一念
天堂”。
“我这两天拿出在茶室度过的七十大寿

照片对比看，觉得现在的自己更年轻。”老张
今年 ,.岁了，一脸阳光，说着就笑起来了。

*"""年，退休一年后的老张被查出了黑
色素瘤，这是一种恶性肿瘤。病情发展得太快，
快到他甚至没来得及接受，左小腿已被截去。

肉体的伤痛还未愈合，他又发现自己开
始畏光、怕噪声。抑郁症———生命中的又一个

打击袭来。他度日如年，生不如死。
确定小茶室开张后，茶室成员便决定一

定要把张北平拉过来。
“他们说我开始就像个‘瘟鸡’，躲在茶室

角落里一声不吭。”老张回忆，“但我会书法，
茶室就发挥我的特长，后来生日聚会上所有
的寿字、搞活动的会标都是我写的。”在他们
的活动中心里高挂的一块牌匾“温馨小茶
室”，就是出自老张的手。

他又找回了自己的价值，慢慢打开心结，
“每天聚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后来我也开始
跟着他们一起讲了，越讲越开心啊。”

正是在这个茶室，老张重新用义肢站了
起来。“*"",年一开始，都是家人或者这里的
人用轮椅车把我推过来，但你看，现在我自己
可以走过来了。”

除了老张，还有 /名成员都曾一度患上
抑郁症。如今，他们已重新找回了快乐。

烦恼
小茶室的魅力非同凡响。
“今年夏天那么多个高温日，但很少人缺

勤，而且每个人身体都健健康康。他们有的甚
至觉得周日休息待在家，就会想念小茶室。”刘
金瑞开心地说，“遇到春节、十一长假我们都会
集体商量，小茶室‘打烊’时间不能太长。”

茶室也收获无数荣誉：首批全国老年远
程教育先进收视点、上海市优秀老年人学习
团队、第二届上海社会建设优秀项目……今
年 !月，被评为上海市公共文化建设 0/"个
创新项目之一。

由于声名远扬，前来参加活动的成员并
非局限本小区居民。

从南京科技大学退休后的周本省夫妇是
上海朱家角人，但最后把安度晚年的家扎在
了章浜小区，便是听了生活在青浦的堂弟建
议，“小茶室的活动非常丰富，特别适合你们
老两口，搬来这里住，热闹。”

在上海市区有房的孟祖宏宁可搬家到
青浦，就为了小茶室的每一次课堂，每一次
的相聚。

还有的成员每天来回花在路上 0 个小
时，也要赶来章浜小区的茶室，风雨无阻。

每天出勤数都会记录在案：*"0/年茶室
共计开放 +"$天，0"!0.人次参加，平均每次
活动有 +!人出勤；*"0!年 0"/++ 人次；*"0+
年 00*+0 人次；*"0* 年 0*+/& 人次；*"00 年
0*&,!人次……
这些数字，让人骄傲，也生出甜蜜的烦恼。
茶室现有成员 !"人，而 /"""名居民的

章浜小区里，$"岁以上的老人达 &""人。
“其实，有更多的老人想加入我们温馨小

茶室。”成员们都知道，但不知该如何走下一
步。

茶室要扩容，就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场地
局限，现在的地方最多可以挤下 /"人，“但大
家年纪大了，坐得太紧不安全，也不舒服。”有
成员担心。另外，若是增加成员，需要更多的
牵头组织人，“他要了解老人，爱护老人，能热
心为老人服务，还要能让其他成员心服口服，
会协调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总之
得‘镇得住’。”这样合适的人选，又在哪里呢？

一份小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