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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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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微调查

文!建华

今天我们怎么陪爸妈
———来自专业助老服务机构的调查报告

! ! ! !此项调查结果引起新闻媒体的高度
关注，各大网络及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跟
帖评论者表示，赶紧做完工作，回家陪陪
老人。

为此，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些老年人
和年轻人，来个观点碰撞，听听老人的心
声，看看今天我们年轻人究竟该如何陪
伴爸妈。

爸妈%多回家陪陪我们

在这次随机抽样调查中，针对老年
男性的调查问题中有一项为“最想让孩
子为您做一件什么事”，高达 !"#$%的被
调查者表示希望孩子多回家陪陪自己或
者陪伴聊天、出游等等，强烈地表达了希
望孩子陪伴和沟通的需要。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沟通不畅
等原因导致父子之间关系不融洽的老人
更需要被关心和呵护。一位匿名老年男
性对子女陪伴现状表示不满，他觉得自
己的友善忠告常常被子女理解为唠叨，
而尽管子女会在父亲节送礼物给他但并
不是他心仪的，他特别渴望孩子和自己
能够互吐心声。其他对子女陪伴现状不
满的老人同样希望子女能够多关心自
己，最好能够陪伴自己吃饭、聊天等等。

年逾古稀的陈妈妈更像上海这种特
大型城市高收入家庭的老人代表。她从
教师岗位退休，精心培育的独子早已成
为金融领域精英，正当壮年的他常年穿
梭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陈妈妈家
庭环境优渥，儿子为了报答辛苦了一辈
子的妈妈，特别为她高薪聘请了 "个小
保姆，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但物质的满
足，并不能代替精神上的抚慰。尽管与儿
子同住一个小区，妈妈却也难得与儿子
见上一面，沟通更无从谈起。陈妈妈说，
最想和儿子好好坐下来，聊聊天。

上海科技助老志愿者总队的茅建平
常年与老年人打交道，他说，随着生活水
平的改善，现在“空巢老人”有泛化的倾
向。由于自己女儿尚未出嫁，茅建平和他
的女儿还有朝夕相处的机会，但他说，身
边很多老人在成年子女搬出去另住后，
子女随着工作压力的日益繁重，很多人
一个月仅能回家看望老人 &'"次，对老
人的关心缺失，以致许多老人不得不寄
情于花草、宠物，非常孤独寂寞。一些社
会盈利机构乘虚而入，以陪伴为名向老
人推销金融产品、保健产品，老人上当受
骗的事件经常见诸报端，值得身为子女
者的关注。

孩子%很想陪你聊聊天

()%的受访年轻人最想为父亲做的
一件事是陪他聊聊天，")%想为父亲做顿
饭，可见传统孝亲文化根深蒂固。但由于
中国东西部发展差异，一部分年轻人离开
了故乡来到上海谋生，而上海本地年轻人
同样面临着快节奏的社会压力和高强度
的工作压力，复杂的工作关系、焦虑的育
儿环境，导致双方交流时间少（每周陪父
亲时间在 &)小时以上的仅占 ")%），两代
人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反映在消费、理
财、育儿等方面出现较大分歧。

王小姐自上海某大学毕业后就成了
“沪漂”一族。她从事的是广告行业，从小
就争强好胜的她，为了争取更多的 *+,-，
"$小时待机，只要客户有需求，她都加
班加点予以满足，常常自嘲为“加班狗”。
这几年来，不规律的工作、丰富的社交，
打破了她大学以来一周和父母通话一次
的惯例，忙的时候一个月才和父母通话
一次。在父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她特别
给父亲发去了微信：爸爸，对不起！这么
多年我都是在外漂，没能陪在您身边照
顾您，是女儿不孝。在这特别的日子里，
我最想对您说：爸爸别再操劳了，注意身
体，我爱您，父亲！

李先生从小在上海南市区长大，他
和王小姐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却面临

同样的尴尬。$)岁出头的他，在单位是
一个小中层，天天围着领导的指示转不
说，暗流涌动的办公室政治，更让他天天
如履薄冰。女儿小的时候，他和爱人都是
下了班去父母家蹭饭，顺便把孩子接回
家。随着孩子初中后去学校寄宿，老母亲
前几年病逝，他回父母家的次数越来越
少。说起这个，他也有着一肚子苦经：爱
人从事销售工作，经常要出差，自己每周
都要开近一个小时的车送女儿去一个老
师家里学书法。女儿跟随这个老师学书
法坚持了有两三年了，放弃挺可惜的。好
不容易休息一天在家，整理下家里的杂
物，给女儿烧点好吃的，时间过得很快。
有时候鳏居的老父亲打电话来，他也会
带着女儿一起去吃个饭。屈指算来，一个

月也就去看望老父亲 &'"次，两个男人
坐在一起，说话也是寥寥。

.) 多岁的周女士说起育儿经来滔
滔不绝，面对看望父母的问题却难得的
沉默了许久。她的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
忙于进出口生意，经常早出晚归，家务、
孩子就占据了她工作以外的全部时间。
平时，她下班后到家就是给孩子做饭、辅
导孩子做一些习题，做做家务。周末就更
忙了，她给上中班的女儿报了奥数、牛津
英语、中国舞、创意画等课程，时间安排
得满满当当，周末的午饭都是在路上解
决的。她无奈地说，她知道不爱社交的妈
妈退休后很孤独，想多回家陪陪妈妈，可
是这孩子上学竞争压力也是明摆着的。
等孩子放暑假，她说她会抽个时间陪爸
妈出去旅游一次。

专家%多形式陪伴满足个

性化需求

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主任吴含章
表示，年轻一代，特别是中青年无论在家
庭还是职场都已成中流砥柱，在陪伴父
母方面所花的时间甚少。与之相对的是，
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让老人、特别是老
年男性无所适从，更容易感到孤独和寂
寞。他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包括志愿者和
社会各界都来关注老人，特别是老人精
神层面的需求，抽空多陪伴，给予关心和
呵护。

作为常年服务老年人群体的社会公
益组织，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将运用
多年来精心搭建的老小孩网站平台和上
海市科技助老志愿者总队，协同社会力
量，在线上、线下满足老人社交、学习、娱
乐等精神层面需求，为申城老人构筑一
个温暖的家园。

他说：“/月中下旬，上海科技助老
服务中心，将联合政府相关部门、新闻单
位、知名企业在辰山植物园举办一场主
题为陪伴的公益游园活动，年轻人可以
陪伴自己的父母一同前来，在健身行、
0123456 等活动中给予父母陪伴关
怀。”同时，第三届创新为老服务大赛也
即将拉开帷幕，该大赛鼓励更多的企业
开展创新为老项目，并对有商业前景的
项目予以孵化，推动企业服务和满足老
年人的精神需求、生活需求。

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市
民政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老年学
学会理事、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咨询
委员会理事殷智刚对老年人的陪伴问题
有着更深入的理解。他认为，一切的陪伴
活动都要基于老人的需求开展。每个老
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家庭背景、教育背
景、职业背景，随着年龄阶段的不同，他
们对陪伴的方式、陪伴的时间需求迥异。
子女陪伴或者志愿者陪伴要关注到老人
的需求差异和需求变化，进一步贴近老
人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各种陪伴形式来
关爱、呵护老人。

创新为老服务大赛鼓励企业界参与
到陪伴老人的活动中来，殷志刚希望大
赛不仅能深度挖掘老人的养老需求，探
索新的陪伴途径，同时能运用商业手段
对产业发展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

日前，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
老年男性中，50%最想收到的礼物是和孩子一起吃顿饭，对目前
孩子陪伴老人状况表示满意的仅36.1%。71.42%的老父亲在
具体生活细节上与子女沟通出现问题，42.7%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与自
己聊聊天。
而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调查的年轻人中有64%表示准备送礼物给父

亲，其中52%不知道父亲最想收到什么礼物。54.55%的年轻
人表示想陪陪父亲，但苦于各种原因，63.64%的人每周陪伴父
亲的时间为零。33.4%的人与父亲沟通不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