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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逐步到来，安徽老人靠什么养老？老年生活过得怎么样？关于养老，每个家庭又有着怎样
的酸甜苦辣故事？近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访了省内多个家庭及养老院，了解不同养老模式下
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记者调查发现，老年人大多最怕成为家庭累赘。

A 他们需要的
不仅是一张床位

在省城望江路与桐城路交口，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附近，71 岁的乔奶奶冒着酷暑在街头拾荒超过一个
月。正午白花花的太阳晃得人眼花，老人在一个又一
个垃圾桶边穿梭。废纸、塑料瓶子等都是她眼中的宝
贝。

乔奶奶来自安徽寿县，她有一个 12 岁的聋哑小
孙女。孩子爸妈都在打工没人照顾，因此老人就扛起
了照顾孙女的重任。“孙女今年 12 岁了，在我们县城
聋哑学校读书。再过一个月孙女就要开学了。”平
时，老人就在学校附近租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陪
读。每到暑假，她就到省城投奔在此打工的老伴。

乔奶奶的老伴，74 岁的孙大爷在儿童医院附近
路段做清洁工。“他在这扫大街十三四年了，每天凌
晨三点多就起床工作，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只有中午
的时候能歇会儿。”她叹了口气继续说：“一天五十多
块钱吧，每个月一千多。除去三四百块钱的房租，再
去掉水电费、柴米油盐，一个月基本没剩余了。”

记者问：“为什么不回老家养老呢？”乔奶奶显得很
伤心：“家在农村，就一亩多田，整不了钱。在这边打工
还可以补贴点家用。”乔奶奶家有四个儿女，经济条件
都不是很好。“一个女儿在合肥打工；一个儿子在工地
打零工，收入不稳定；还有一个在家里种地。”乔奶奶很
伤感：“孩子们家庭条件不好，他们从来不给我们老两
口生活费，我们也不指望依靠他们。”

现在，老人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干活儿，晚上五
六点钟回去做饭。“我和老伴身体还好。在这里干一
天是一天，什么时候干不动了就不干了。”她说。

乔奶奶在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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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
调理脾胃为医中之王道，节饮食乃
却病之良方。 ——《仁斋直指方论》

2010年8月16日，华夏银行第30家一级分行落子
合肥，是第7家入驻安徽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五
年来，华夏银行合肥分行致力于打造一流的“中小企业
金融服务商”品牌，积极调整优化结构、创新金融产品、
为安徽数千家公司客户和数万个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
融服务，为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五年来，该行积极打造“龙盈理财”品牌，创新推出
老年客户专属理财；“安居、乐业、易生活”系列个人贷
款全面满足个人住房、经营、消费等需求；“华夏卡”坚

持实行全球银联标识 ATM 每日首笔取款免手续费；
“小龙人智慧电子银行”让移动金融安全安心、快捷便
利；提供代发工资、第三方存管、代理黄金交易、代销基
金、券商集合理财、保险等综合服务，让客户可以自由
选择众多投资领域，轻松享受一站式金融体验。以人
为本、倾情付出、用心服务、稳健经营，让华夏银行的个
人金融服务获得了客户和市场的广泛认可。

近年来，华夏银行坚持“中小企业服务商”的战略定
位，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和个性化解

决方案，其中“网络贷”、“年审制”、“乐业贷”等特色产
品以及近期推出的“云缴费”业务已成为广大小企业客
户的首选，有效支撑地区小微企业发展。该行推出的

“平台金融”也是业内首创的小企业金融模式。
成立五年来，该行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整体实力稳

步增强，市场占有率和社会形象不断提升。截至 2015
年7月末，总资产达210亿元，存款增量在合肥8家股份
制银行中排名第1位，增速排名第2；贷款增量排名第4
位，增速排名第 3。

华夏银行合肥分行成立五周年

老年人晚年生活
最怕成家庭累赘

章志英今年 38 岁，家住宿州市灵璧县
黄湾镇的一个小村庄里。她是一位 9 岁男
孩的妈妈，也是一位85岁老人的女儿。

见到她时，她正在蚌埠市一家肿瘤医
院内陪护 85 岁的老母亲看病。“喉咙上长
了个瘤子。”她说。实际上，她的母亲得了
食道癌，而且是晚期。“年初检查出来的。
医生说，年龄太大了，做手术有风险。”她声
音低沉。

章志英有点疲惫。她已经在医院里陪
护了20多天。连日来，她不仅要照顾重病
行动不便的母亲，还要忍受医院里难闻的
气味，不便的生活环境，以及母亲逐渐暴增
的脾气。“以前挺好说话，挺温和的，现在越
来越难伺候了。”她悄声说。

章志英家有 7 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
六，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老太太生病之前，
一直一个人住在老家。“以前我们把她接到
自己家，她总感觉不舒服，往往过不了几天
就要回老房子，可能是习惯了。”她说。

章志英的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都住在县
城。她是离母亲最近的一个人。“我妈就住
在隔壁的村子，离我家只有二里地。平时
我有空就去看看她，大概十天半个月一次
吧，家里也忙。”她说。

“虽然我花费了很大的时间精力去照
顾老母亲，但我们两人在一起彼此都没有
好心情。”“我买的饭她不愿吃。我给她倒
水，不是凉了就是烫了。我要是稍微顶嘴，
她就寻死觅活，抱怨我们不孝顺。”章志英
很无奈：“我觉得特别累，我很想做个孝顺
的好女儿，但就是没法让彼此满意。”章志
英感慨：“人老了就变成小孩子了。”

再过十来天，章志英就要回家了。“我
姐过来接班，我得回家歇歇。”她说：“在这
里白天黑夜的睡不好，生活条件也有限，大
夏天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她说，更重
要的是，她已经一个月没见自己的孩子
了。“不知道家里什么样呢，孩子爸爸连饭
都不会做。”她很担心。

近日，记者以义工的名义来到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敬老院，在二楼靠东的房间里，记者见到了
76岁的五保户卢大爷。他正坐在整洁的房间里戴
着老花镜清点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见有人来，他
很开心：“孩子，你是来当义工的大学生吧？”

卢大爷放下手里的活计，拉开了床头柜，从里
面拿出了面包、酸奶，热情地塞到记者手里：“吃吧
吃吧，这些都是孩子们带给我的。”“您自己的孩
子？”他连忙摆摆手：“不是不是，都是来看望我的大
学生志愿者，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卢大爷介绍，在敬老院里，吃住都不要钱，还有
专人负责打扫卫生、做饭。“每天吃过饭就闲下来了，
除了四处遛遛逛逛，什么事都没有。”卢大爷表示，平
常也会有高校的学生志愿者拎着礼品来慰问，“都还
是学生，哪里有钱给我们买东西。你们常回来看看，
陪我们聊聊天，我们就很满足了。”他笑着说。

合肥市常青街道敬老院位于合肥市包河区桐城
南路附近。几年前，经过重修后，敬老院的硬件设施
提升了很多。崭新的小楼，有厨房、餐厅、淋浴室
等。目前，该敬老院只有三名老人，两位工作人员。

今年86岁的白大爷已经在这所敬老院生活了五
个年头。记者见到他时，老人正拿着报纸在走廊散
步。据了解，老人退休前是安徽省某研究院的总工程
师，副院长。尽管满头白发，年事已高，但白大爷依
然精神很好，心态乐观。

白大爷介绍，自己有两个女儿，都在外地上班，事
业上都很成功。几年前，老伴病逝后，白大爷就搬到
敬老院生活。老人介绍，刚开始女儿要求自己搬过去
和她们一起住，但老人不同意，想要住进敬老院，最
初的时候女儿还强烈反对，后来抵不过老人坚持，慢
慢就同意了。

“在这里有吃有喝，每餐几个菜，生活不错。”老人
笑着说：“我现在比以前还要胖。”女儿们的事业都很
成功，平时都很忙，我不想成为她们的累赘，年轻人
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况且两代人之间生活习惯不同，
住在一起总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

儿女应该
有自己的生活C

七旬老人
捡破烂贴补儿女D

B“人老了，
就变成了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