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赵 美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haom@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C42016年8月21日 星期日

银发社区/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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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当下，坦然面对生老病死

用好大数据!创新报修更便捷

!友好生动"度晚年

为老金点子

! 我家的运动会 戴继斌 绘

! ! ! !最近一项统计表明，我国超
过 !"岁的老人已达 #$% 亿人，步
入了名副其实的老龄化社会，而
其中空巢老人占到 &'(，由谁来
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抚慰他们
寂寞的心灵，已成为一个不容回
避的养老课题。

从媒体获知，一位在沪独居
的 !) 岁老人，因突然发病，倒地
不起，仅靠喝自来水维持生命，幸
亏居委会干部在入户走访时发
现，立即送至医院抢救，才转危为
安。无独有偶，津门也有一位年过
九旬的独居老妪，在家中准备洗
澡时不慎摔倒，造成两处骨折，当
时身边无人，自己不能行动，急中
生智的老妪用一把牙刷连续敲击
地面，使住在楼下的一对老年夫
妇听到微弱声音，跑上楼破门进
屋，发现老妪发生意外事故，急忙
拨打 *%+急救电话，将老妪送入
医院救治，并及时通知了其家人。
类似事例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鲜
见。

客观地看，随着物质条件的
改善和健康水平的提升，群众的
平均寿命呈明显上升趋势，相当
一批城市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龄
化城市。这些老人中不乏年过古
稀乃至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其
中孤身独居的也不在少数。由于
平时和儿女们不在一起居住，日
常的饮食起居和家务劳动等大都
靠自己，这对于年老体弱行动不
便的老人们来说不仅力不从心，

勉为其难，而且会埋下不安全的隐患，上述例
子就是佐证。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旦独居老
人发生意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里告知家
人或其他部门救助，很可能酿成严重后果，这
绝非危言耸听。

对此做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如今高龄
老人的子女也都年过半百，有些还过了花甲
之年，他们既要为独生子女分忧解难，同时自
身也需要关心和帮助，根本无力再去照顾年
迈的父母，加上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这
种矛盾显得愈加突出，有的家庭为此产生争
执和隔阂，有的心力交瘁，不堪重负。实践证
明，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行社会养老
的模式，化解矛盾，消除隐患，解除后忧。

笔者觉得，社会养老理应因地制宜，有的
放矢，形式多样，注重效果。既要有国家投资
具备一定规模的养老院，也要有民营或股份
制投资兴办的中小型养老院，还要有街道社
区提供的居家入户灵活型养老方式，依据老
人的年龄、身体和经济状况，分别提供不同层
次的养老服务，有的放矢，循序渐进，不断完
善。有些地区尝试由当地政府出资，推行专业
化举家养老服务，成立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
心，使数以万计的老人从中直接受益。除此之
外，保险公司也要抓住这个契机，通过深入市
场调研，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百姓疾苦，更新
理念，准确定位，因地制宜，量体裁衣，适时推
出适合老人居家养老和提供生活保障的险
种，一方面为老年人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也可为创新社会管理进行大胆尝试。

人的生老病死是
永恒的发展规律，同
样也是一个不容回避
的重大民生问题，只
有把养老问题真正解
决早，解决好，解决
实，才能进一步促进
社会和谐，为千家万
户带来福音。

! ! ! !过去开门七件事是柴米油盐酱醋
茶；如今变为水电气（电）话（电）视邮
（政）网（络）。老人对后四件的故障保修
尤为担忧，太烦太难！

里约奥运期间，一天晚上我看开幕
式重播，突然只见影没有声，换频道也无
反应。赶快换电池再重新启动，还是不
灵。哪里去保修？好不容易在遥控器上发
现五位数电话，试试吧！按惯例：听音乐
排队、按语音揿数字，用了至少 ,分钟。
接待员很客气，先核对地址用户名。报的
浦东高桥某某一村几号几室，客气回答无
此人；心里有点乱，再想到世博会后改用
的标准地名：浦东高桥某某路几弄几号几
室，有了。报上故障现状、已采取措施。答
复是：*）找到遥控器右上咪咪小的“设置”
与要换的频道，同时按下，没用；%）关掉机
顶盒左侧开关、灯灭后重新启动，灵光！手
机显示耗时 *+分 ,-秒，但解决问题没用
%分钟。排队、核对耗时太长，所以中间有
“业务忙，继续排队再按 *”！

我想这都是人工操作的结果，现在

我这样的纯老、独居、孤老增多，如何使
用互联网.、大数据，来创新报修速度、提
高服务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

据此，我提出如下改进意见，并希望
录入数据库：

*）统一用按习惯采用的地址：区、街
镇、居（村）委会，小区（门面用路、弄）、
号、室，用户名；

%）一时难找，印在视、网发票上的用
户证号（接待员要问的，都是 **位数及
以上），用不粘胶贴在机顶盒或路由器上
（标明报修用）。为租客、老人报修提供方
便；可以加快排障速度，减少排队等候；

,）对于 *+类常见问题及故障，由运
营商印发单页《说明书》给实际使用者，
可以减少或消除报修次数；

-）让“小老人帮老老人”的老伙伴及
志愿者学会保修要点及简易处理方法，
并列入季度培训内容，尽可能自行解决；

&）最后要谢谢东方有线服务员主动
把我手机号加入用户名录，这样的跨前
服务就是好！ 彭加华

"案例#

劳伯伯刚刚离休!按理说在家中

安度晚年! 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但是!劳伯伯自离休后!就没有开心

过一天" 一个关系不错的老战友去世

后!他更是整日忧心忡忡" 看到老同

志来!总要说一些很伤感的话!惹得

身边的老伴儿也不高兴" 在劳伯伯的

眼中!退休回家!就是等死!就是过一

天!少一天" 儿女给他买了很多名贵

的补品!但也无法免除劳伯伯对死亡

的忧郁和恐惧"

"心理咨询师的意见#

老年人会比年轻人更多地考虑死
亡/ 因此正确的生死观对老年人尤为
重要，这关系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是
否开心幸福。那如何做才能不像劳伯
伯那样恐惧死亡，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首先，老年人要有活在当下的心
态。死亡的存在，以及我们对死亡的沉

思，可以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
这就使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
每一秒。可见，“死”的存在不是使“生”
无意义，而是更凸显出“生”的意义与
价值。所以老年人更应该去牢牢抓住
每一个今天，为今天而生，不浪费人生
中的每一个今天的时光，积极地投身
每一个今天的活动，珍惜和子女、伴
侣、老友相处的时间，感受今天还拥有
的亲情、友情、爱情、人情，并尽可能多
地品尝今天种种人生的滋味。这样，老
年人就能在死亡来临之际，毫无恐惧，
心安理得，达到了生死两相安的最佳
境界了。
其次，要保持坦然的生活态度。如

果一味地恐惧死亡，整天忧心忡忡，不
仅使晚年生活失去了乐趣，而且还徒
增了许多烦恼和痛苦。因此，要有“自
然到老年，坦然梳白发”的现实态度，
积极愉快地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有

位老年人曾经写道：“与其悲悲戚戚地
活 %"年，不如高高兴兴地活 *"年。如
果‘生’得不愉快，不但不能延长‘生’，
相反还会因精神对肉体的反作用，使
‘生’的寿命也被压缩了。愉快地生活，
不因为种种微不足道的干扰而激动地
生活，不仅提高了‘生’的质量，而且也
使‘生’的寿命有所增加。”这正是老年
人对生与死的积极领悟。老年朋友可
以把恐死心理视为一种心理上的自
然，不再与其作无效的纠缠。恐惧来时
不仅仅要任其恐惧，而且要把这种恐
惧转化为行为动力，越是痛苦越是去
做当为之事，比如，学习、锻炼、劳动
等。只要你持之以恒，就能把对死的恐
惧转化成对生的建设与珍惜。

做到活在当下，坦然面对，相信每
一位老年人都会有幸福快乐的晚年生
活！

李安琪

! ! ! ! )年前退休时，一位已享受
多年快乐退休生活的前辈赠我
“友好生动”-字养老宝典。虔诚
践行，果然受益匪浅。
“友”，当然指朋友。我主动邀

约 *"位在岗时的好友，轮流做
东，定期聚会。话题既有时下的热
点社会现象，更多的是昔年职场
打拼的回忆。尽管是陈谷子烂芝
麻，“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在座者自有一番别样的乐趣，瞬
间仿佛又回到当年缤纷的职场生
涯，人也年轻了许多……
“好”，指退休之人要有爱好。

仗着小时候良好的康乐球底子，
我在小区会所的斯诺克球桌上很
快上手入门，不仅新交了许多球
友，还经常在球友自发组织的比
赛中获得名次。在职时我长期从
事文字工作，退休后不甘寂寞，对
自己定下每年在媒体上发稿百篇
的要求。从报刊、影视、日记、闲聊
乃至与小外孙的嬉戏中寻找各种
写作“由头”，勤奋敲击键盘，生活
充实得一塌糊涂。
“生”，指学习了解掌握各种

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养生知识。媒
体上介绍的养生知识，我认真收
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遇到健康
长寿老人，我虚心讨教。日积月
累，我竟然成了朋友圈子中小有
名气的“养生达人”。周围人偶有
小恙，我常能提出对症的意见建
议，而且还常能收到很好的疗效。
“动”，生命在于运动，但老年

人又要遵循适量适度的原则，不
可过于剧烈。我每天早晚各散步
一次，合计万步以上。每星期打两
三场斯诺克。退休至今，身体强
健，百病不侵。常有昔日同事夸我
精神气色好于上班时，着实得益
于此道矣。
“友好生动”度晚年，简单易行，

收效明显。不敢擅专，纸上直录，有
兴趣的老年朋友不妨一试。陈祖龙

生活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