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有不少孩子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异国读
书。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
的家长日益增多。将来孩子是不是回国？自己的老
年怎么办？ 很多家长没想太多，基本采取顺其自然
的态度。

作为第一批主动送孩子出国的家长，年近75岁
的靳奶奶用亲身感受提醒，把孩子送出国应该是个系
统工程，家长把孩子送出国，意味着孩子可能会留在
异国他乡，未来的二三十年，他们对孩子不在身边，应
该在经济、生活、心理等方面做好充足的准备和预案，
特别是心理方面。 ▋据《北京晚报》

没想到人老了这么难
在北京的二环外，有一个只有3栋楼的安静小区，

小区的房子是一家科研单位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分给
工龄长、职称高的老同志的，因此，房龄新、户型好、绿
化多，物业规范，人员素质也相对齐整，住着极为舒服。

马爷爷和靳奶奶的家就在这个小区里。靳奶奶
年轻时非常能干，做事有目标、有计划、有章法、高要
求，是很让人尊敬和佩服的“强人”。上班时曾担任一
个重要科室的主任，组织过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
工作，经常出国并且接待过国家领导人的视察，也算
是见过世面的。

20多年前，她把2个孩子送出国并留在国外。当
时，在单位里，这是同事们都很羡慕，很荣光的一件事
儿。后来，她和老伴也有条件跟过去，但几经周折，他
们还是选择独自生活在国内。
以前身体好时，他们和老同事结伴旅游、参加社团活
动等，生活丰富而精彩。可现在70多岁了，身体状况
明显下降，不敢远走且需要人照料，就住进了郊区一
家条件很好的养老院，虽然路途很远，但他们还是每
个周末都回到自己家住两天。

上个月的一天傍晚，马爷爷意外摔倒，子女不在
身边，靳奶奶不得不求助邻居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住
院的一个多月，尽管请了护工，靳奶奶照例天天跑医
院，担心老伴孤独。70多岁的靳奶奶天天跑医院很辛
苦，但对于这件事儿，她并没有对国外的儿女说。这
么多年，靳奶奶已经习惯了，凡事都自己扛，报喜不报
忧，尽量不给儿女添麻烦。

但后来，马爷爷好了，靳奶奶在买了巧克力去谢
对门的邻居时，忍不住倾吐了心声，说了一句：“没想
到，老了这么难。”说的时候，眼泪都要下来了，眼神里
的委屈、无助、无奈，让人很受触动。

年老心理变化大
回想过去，做事周全的靳奶奶说，她有两个没想

到：第一，没想到我们老两口会独自留在国内。这些
年，至少有几十次被别人问：“你儿子、女儿在国外挺
好的，你们为什么不跟过去？”每每这时，她都以一句

“住不习惯”搪塞过去，至于具体原因，她和谁也没提

起过，这成了他们家庭的一个秘密。
第二个没想到是，年老后，自己和老伴的身体、脾

气、心理会变化那么大。靳奶奶介绍，自打5年前，老两
口彻底决定留在国内独自生活后，他们一方面开始考察
养老院，一方面也多方联系北京的亲戚，建立一个应急
体系。他们把自己能自理时住哪儿，失能后住哪儿，剩
下一个人时住哪儿，什么时候卖房，甚至连遗嘱都立好
了。但就是没考虑到老两口的心理会变得那么脆弱。

变化比较大的马爷爷，不知从何时开始，他特别
关注电视里一些独自在家，突发急症或突然猝死的新
闻和节目，并且总和自己联系起来，如果自己遇到会
怎么处理？有时候会和靳奶奶讨论，有时候会莫名地
恐惧和焦虑。

靳奶奶说，她觉得自己以前是很乐观、很坚强的
一个人，但现在也“多愁善感”了。

在靳奶奶心里，她是脆弱的，需要关爱的，但在儿
女和别人面前，她依旧是坚强的，乐观的。让别人觉
得子女虽然不在她身边，但是“她很好。”

送子出国是个系统工程
中华遗嘱库的负责人陈凯律师介绍，在他们接触

的老年人中，子女在身边和不在身边的，有一个明显
区别就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爱倾诉。本来是办遗
嘱的，但很多老人会把自己之前的经历，自己的荣光，
自己的不解和不满统统说一遍。

“能感觉到他们的孤独，需要倾诉与关爱。我们
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耐心倾听，并对他们进行心
理慰藉和疏导。”

靳奶奶也说，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出国时，都是身
体良好、精力充沛、心理成熟的壮年期，另外，他们之
前为孩子付出很多，有很多自己的梦想要去实现，因
此，那时他们是新鲜的、兴奋的，对“空巢”这个词，还
仅仅是概念上的认识，没有深刻理解。但如果没有充
分的认识，没有周全的规划和预案，真到自己70多岁
后，身体变弱、朋友变少，子女又不在身边，实际上，不
管是生活上、心理上都是很难的。这种难度，不经历
是体会不到的。

现在，有很多思想开放的父母会说，即使子女在
身边，也会选择“一碗汤”的距离，或住敬老院，但这和
儿女常年远在国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刚刚把女儿送到国外，同时在做老年项目研究的
陈言也说，家长一定要把送孩子出国当作一个系统工
程来做，经济、生活、心理，各方面考虑周全。比如很
多人都想过，儿女出国，留在国外后，自己会跟过去，
但实际上不那么容易。有政策上的，有经济上的，也
有文化和关系上的。比如新西兰以前有父母团聚移
民，子女在取得永居权后，可以担保父母过去，但现在
就没这个政策了。另外，很多老人到国外后，语言不
通，观念不同，不会开车，生活很不适应，那么，就要做
好独自在国内生活的准备，特别是心理上的。

送儿女出国是个系统工程
年老的难处，你想到了吗？

1111

2017
9·2
星期六

编
辑
吴
笑
文

组
版
王
贤
梅

校
对
夏

君

品
味
生
活

□荐读

不能正视他人优点
也是一种能力欠缺

不能发现别人优点，也是一种能力欠缺，
会导致语言尖刻。可能是受传统思想影响，
和西方赞美社交相对，很多国人自动忽视对
方的优点，尤其是关系处于“上下位”。比如
领导对下属，父母对子女，仿佛多给予肯定，
下属就会要求加薪、孩子就会蹬鼻子上脸。
仔细想想，这类貌似“上位”的人其实“下”得
一塌糊涂，必须引以为戒。

为了避免我们自己做出这些可笑的行
为，要时常提醒自己：

▲坦承失误，才能看清真相。很多时候，
人们是被自己所蒙蔽。

▲实事求是的人才能具备扎实的能力。
▲有包容的人才能让周围的人有安全感。
▲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多发现、多

学习，能让我们时常置身光明中。
▲明确人际交往要双赢才好，没有人愿

意被指责、谩骂。
员工是由老板发工资，但绝不是老板养

活员工，没有员工的贡献，老板再能干也无法
运转公司，群策群力做好公司大家才有饭
吃。孩子靠父母养育，但父母的恩情是要由
孩子感知的，而非父母去强调，父母付出了
爱，孩子也给父母带来了快乐和希望。夫妻
是结伴过日子，互相依赖，两个人都在为家庭
做贡献。能有机会见面说话的，是同船渡的
缘分，这一段到岸了，可能就各自踏上前程永
不再见。每一份关系都是共生，各不相欠，谁
也没有资格对别人疾言厉色。

“承认自己不足的并不可耻，伪装自己强
大的才是懦夫。”

□慧生活

吃水果该不该削皮？
专家：削皮与否不必太在意

有人说，吃水果不能削皮，果皮中含有很
多果肉中没有的营养物质，“水果的精华都在
皮里”；也有人说，水果皮中含有大量的农药、
激素残留，一定要削皮。对于这些问题，北京
市营养源研究所专家蒋彤表示，果皮没有想
象的那么“营养”，农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顽
固”，只要好好清洗，削不削皮不必太介意。

问题1 果皮营养反而高？
蒋彤表示，果皮中的营养素含量微乎其

微，单靠果皮来摄取，是无法满足需求的。果
皮真的含有大量农药和激素吗？蒋彤介绍，事
实上，果蔬确实会打一些催熟剂或者防腐剂，
这其实是为了方便储存而采用的手段，一般催
熟剂是乙烯，“这些水果本身也会产生，对人体
是无害的，不用担心。”

问题2 果皮该去该留？
吃水果到底该不该削皮呢？蒋彤表示，

削不削皮不用太在意。“就农药而言，如果能
用水好好清洗的话，农药残留的去除率是
80%，甚至更多，基本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对于清洗水果的洗涤剂，蒋彤建议，如果
用，就尽量用无机溶剂，“它的问题在于，农药
残留去除了，但是洗涤剂的残留又有了。”

问题3 洗前该用水泡吗？
用水泡水果这种方法,蒋彤说，这是根据

水果而定的。“对于一些本身果皮和果肉部分
包裹的就不是特别严密的水果来说，这不够

‘安全’。本身水就不够洁净，而且水可能会
把果皮中部分的农药溶解而被食用。这种情
况，建议还是用流动的水清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