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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社区/

! ! ! !近年来，老年大学的入读需求呈急
剧攀升势头，不少地区甚至出现连夜排
队、摇号抽签以确定学位的情况。

老年大学如此火爆，有很多原因。
首先，随着全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
速，老年人口群体规模大增。这一趋势
使老年大学招生对象的基数（绝对人
数）大幅增加。其次，近些年，俗称的老
三届、新三届成员大都已经或将要退
休。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学生时代未
能充分接受教育，而后又忙于工作、家
庭等，直至儿女独立、自身退休后，他们
才有精力静下心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弥补一直以来的遗憾。再次就是老年人
对自己退休后生活的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希望通过对实用性知识、技能的补
缺切实提高生活质量。对此，各地老年
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予以了积极回应，虽
略有差别，但大致都开设有书画、保健、
文艺、文史、家政、计算机、音乐、外语、
旅游等课程大类，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当前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还
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授课对象大
都为准老年人或低龄老人。根据粗略
统计，现阶段各地老年大学学员的平
均年龄普遍处在 !!"#!岁区间，超过
$%岁的老年人已属少数。我国女性职
工法定退休年龄普遍为 !% 岁或 !!

岁，男性普遍为 #% 岁，且我们习惯将
退休人员等同于老年人看待，对于平
均寿命已接近 &% 岁的社会发展现状
而言，这一法定退休年龄显然过早，而
#%岁前后的人士大都身体状态与中青
年人无异，客观上并不需要进入老年
大学学习。老年大学开设的上述课程
也更倾向于满足 $% 岁以下老年人的
需求，而 $%岁以上老人的学习需求可
能未得到充分回应。

其次，老年大学教授的知识技能大
都仅仅面向处在身心健康状态的老年
人。纵观老年大学开设的课程，绝大多

数是对于健康老人比较实用的知识、技能，比如计算
机、外语、文艺，而诸如书画、旅游等课程不但需要老
人身心健康，甚至还需要老人具备充沛的精力、体
力。但是，随着老年人年龄不断增加，迟早会伴有各
类身心功能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独立或者在家
人及养老护理人员陪伴下愉快生活，如何在伴有各
种身心功能障碍的情况下也能克服障碍，学习、掌握
书画、计算机等技能、知识，并通过这些技能给自己
带来快乐？自己老了以后，如何面对家人和不期而至
的死亡？尚无相关课程直面这些每位老人都必然面
对的需求、疑问。
再次，老年大学尚较少开设风险防控类课程。目

前老年大学的课程大都是面向老年人积极、正面的
生活需要和学习需求而开设的。由于当前社会正处
于剧烈变动期，不时发生各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
的不良现象，这些不良现象导致大量老年人受骗、受
损，如保健品欺诈、电信诈骗、'('网贷平台爆雷等
各类投资损失等问题。对此，老年人学会如何规避风
险十分必要。此外，在选任监护人、分配遗产、离婚
时，老年人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而目前国内
的老年大学较少开设此类课程。

由此，建议老年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做一些完善。
第一，将课程教授的知识、技能的实用（适用）期扩展
至老年人生前的全晚年生活，而不仅限于晚年生活
中的健康时期，为此可适当增设有利于老年人正确
对待死亡、家庭伦理关系、身心功能障碍的发生、预
防的课程；第二、适当对老年大学教室及教学环境实
施无障碍化改造，使伴有一定身心功能障碍的学员
也能确保听课质量；第三、适当增加以避免人身、财
产损失及妥善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等为主要目的的
法律实务类课程。

!作者为留日法学博士"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

! ! ! !孙女士今年七十多岁，未曾生
育，老伴也已过世，一个人独居生
活。虽然目前生活还能自理，但越
发有力不从心之感。最主要的是，
精神空虚、看病购物的不便，使得
她常想如果身边有个儿女该多好
呀。她也从报上看到过一位大爷要
“招聘”儿女一起过的新闻，但总感
到把那些来源不明的陌生人当儿
女有些不靠谱，要是有正规机构的
“代理儿女”就好了。

几个月前，北京市民政局正式
启动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
构项目，北京市民政局指定的北京
扶老助残基金会，代理老人办理入
住养老机构的签字等事宜，该基金
会还可以接受老人的授权，代理财
产管理、维权等一系列涉及老人需
要帮助管理事务。

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生活
上，社会对失独老人、残疾家庭和
无子女老人都是非常关心的，衣食
无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
些特殊老人在生活中难免会碰上
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老人

想去养老院安度晚年，由于没有亲
属愿意在协议上签字，老人就进不
了养老院。还有无子女老人由于突
发疾病，或是需要住院治疗，因为
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字而无法手术，
延误了疾病的治疗。现在北京推出
的“代理儿女”项目，无疑是为这些
特殊老人提供了便利，也可以让他
们安心不少。同时，承担起“代理儿
女”职责的是扶老助残基金会的人
员，他们不以盈利为目的，可信度
较高，办事又比较专业，可以很称
职地担当好这一角色，为特殊老人
解除后顾之忧。

既然是“代理儿女”，就应该像
儿女一样为这些老人承担子女应
当负起的责任，提供全方位的，更
周到的服务。比如，为失独老人提
供日常的精神慰藉工作，让他们感
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有利于他
们早日走出心灵的阴霾。

再者，对于“两老一残”家庭，
过去父母年轻时照顾身体残疾子
女还可以，现在岁数上去了，难免
会有困难。“代理儿女”可以经常上

门为两位老人搭把手，也给他们一
些“喘息”的机会。

当然，“代理儿女”的服务范围
还可以更广些，诸如，在健康管理、
看病陪护、理财参谋、法律咨询、应
急处置、临终关怀和殡葬服务等方
面，都是可以有所作为。

不仅是一些无儿女家庭需要
“代理儿女”，其实还有许多老人
需要“代理儿女”。一些子女在国
外定居生活的老人，虽然他们有
儿女，但鞭长莫及，老人有些什么
事的时候，还是叫不应。同样的，
子女在异地工作的老人，虽然把
子女叫回来比在国外的方便些，
但遇到突发情况时，还是没有“代
理儿女”来得及时和方便。所以，
仔细想来，需要“代理儿女”的老
人，以及“代理儿女”所能提供的
服务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建议
各地可借鉴北京“代理儿女”的做
法，为特殊老人，以及需要帮助的
老人撑起一把保护伞，让他们也
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邓为民

! ! ! !讲故事、分析作品、举办故事
节……在曹路镇，群众性的讲故事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热热闹闹。
这是镇文化活动的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也是群众精气神的一种反
映。今年 )%月，曹路镇将举办第九
届故事节，! 月开展了征文活动，
数月已收到故事作品 (%%多件。故
事节负责人之一、年近六旬的张德
忠先生高兴地说：群众热情如此高
涨，真是大丰收！

曹路镇的讲故事活动起始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是老年人
带的头，后来逐步扩展到各个年龄
层。从 (%%%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
次故事会，现已举办了八届。每一
届故事节参加者有 )%%多人，讲故
事年龄最小的只有 ! 岁，最大的
&(岁。

每每举办故事节，较辛苦的要
数张德忠先生了。他又是组织安排，
又是修改、加工作品，忙得不亦乐

乎。他还自己“操刀”，创作了《阿必
大后传》，主要讲敬老爱小、与人为
善、以德报怨的故事，获得了市故事
会创作二等奖，后经过陈佳美女士
（现任镇老龄协会会长）的演绎，在
市里讲故事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他创作的舍小家顾大家、村干部带
头动迁的故事《开路先锋》，在现实
动迁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被称为“讲故事领军人物”的
杨秀微，是位女同志，年过半百。
她拿到故事脚本后，从语言表达、
观众接受的程度上进行二次再创
作，取得较好效果。有一阵，她心
脏不太好，为了不影响讲故事，她
带着监测器上场，观众们为她的
精神所感动。她讲的《阿六头系
列》故事，荣获上海市新人新作一
等奖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讲故事比
赛二等奖。

曾是民营企业家、而今年逾六
旬的冯禹君，也是位讲故事积极分

子。为了讲好故事，她反复揣摩，融
合了沪剧及其他地方方言，把故事
讲得有声有色，受到观众的欢迎。
冯禹君说：讲故事深入浅出，易入
耳入脑，可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
用，效果好。由于故事讲得出色，杨
秀微、冯禹君和朱国钦三人荣获上
海市市民故事演讲家称号。

曹路镇所讲故事的内容，多数
源于真人真事，也有部分属于创
作。其中有《一个书记三个爹》《浦
东人情怀》《猫捉老虎》《两个阿兰》
《阿六头吃喜酒》《阿六头摇笔头》
《三敲门》《正确答案》等。十多年来
已出版故事作品集 ))本。

祝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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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漫谈 特殊老人需要“代理儿女”

枫林小筑 讲故事活动红红火火

! ! ! ! 前不久的上海书展
中，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和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
联合发布了《老小孩的智
能生活》系列丛书。这是一
套特别为老年人编撰的智
能手机学习教材，涵盖了
微信、支付宝、大众点评、
)(*%#火车订票等时尚应
用。这套书共分为《手机冲
浪》《网络生活》《网上社
交》《网上金融》《随拍随
秀》! 册，图文结合，操作
步骤简洁清晰。关注“老小
孩社区”微信公众号，留言
即可订购。 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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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