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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节俭“过了头”，子女抱怨多
专家：子女应多理解、关心老人

健康提醒：
过度节俭反而会伤健康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

国，很多老人坚持着这一好习惯，但凡事

应有度，过度节俭反而会伤健康。

剩饭菜不舍得扔，亚硝酸盐超标。

不少老年人认为，饭菜只要不变质发馊

就可以吃。但剩饭菜会滋生细菌，老人

胃肠功能本来就弱，极易受其影响，尤

其是夏季，不少老人因为吃了剩菜上吐

下泻，最后住进医院，得不偿失。有些

隔夜菜，特别是绿叶蔬菜，非但营养价

值不高，还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建

议绿叶菜、凉菜当顿吃完；剩菜最好能

在 5～6 个小时内吃掉，米饭、馒头等主

食最好在一天内吃完；剩饭菜吃前一定

要高温加热。

穿子女的旧衣旧鞋，保暖防滑功能

大打折扣。老人年纪大了不再爱美，经

常会捡子女不穿的旧衣旧鞋穿，甚至连

内衣内裤等贴身衣物，只要没破就舍不

得扔。殊不知，衣服穿得过久，其吸汗、

保暖作用都会大打折扣。鞋子不合脚

更是老人摔倒的重要原因，老人脚部肌

肉退化，韧带弹性和平衡力下降，因此

要选择防滑、柔软的鞋子，才能安全平

稳地走路。

省电省出青光眼。晚上屋里关着

灯，只有电视亮着，这是很多老年人看电

视的习惯。然而，小而亮的电视屏幕与

昏暗的背景形成强烈对比，时间一长眼

睛就会感到疲劳，甚至引发青光眼。此

外，黑天不开灯还容易发生摔倒、磕碰等

意外。如果想要省电，可以开一盏瓦数

较低、光线比较柔和的小灯，用它来调节

室内背景亮度，缓解眼疲劳。

筷子用太久，黄曲霉超标。筷子、洗

碗布也是节俭老人的“好伙伴”，经常用

到缝隙发黑、油腻变形都不舍得扔。但

这样的筷子和洗碗布里暗藏大量病菌，

包括可能导致肝癌的黄曲霉，建议洗碗

布使用半个月就要扔掉，筷子至少每季

度换一次。

最近，杭州一老人不开空调被热中暑，

只为省钱帮儿子找对象引发广泛关注。

其实，在我们身边，类似的“节省”老人

不在少数，每天起早去超市排队，只为买特

价菜；出个门，如果没有公交车可以坐，再

远都会选择步行；子女给买了空调或取暖

器，却舍不得用……勤俭节约固然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有些老人的“节俭”习

惯似乎有些“过了头”。

对此，专家表示，老年人节俭了几十

年，现在想让他们一朝一夕就改过来，是很

困难的，要想让老人的生活方式变得更科

学，首先，年轻人还是要保持理解的态度，

让老人听得进去话，给予他们关心。

□ 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70 岁的吴大爷和老伴一起住，每天早上，两位老

人都忙个不停，“老伴负责留在家里做早饭，我负责

去超市采购。”吴大爷说，采购这活可不好干，“居家

过日子，一定要精打细算，所以我基本上都买特价菜

或打折菜。”

吴大爷家门口一家超市，每天早上都会推出一批

“特价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所以他一早就得去

排队，“一周前，南瓜打特价，价格特别优惠，我一口气

买了两个大南瓜。”他说，为了“抢”这两个南瓜，自己还

和别人吵了一架。

谁知最近天气热，他和老伴一日三餐吃南瓜，还是

没吃完，他提出送一个给女儿，可女儿一听完事情的始

末，当即发起了火，“老爸，能不能不要再‘囤’特价菜了，

你们吃多少买多少，不要老买‘特价菜’，多吃点绿色有

机蔬果……”

吴大爷说，没送出去的南瓜最终坏了，“我和老伴总

觉得挣钱不容易，能省一点是一点，再说省了钱还不是

给女儿，可她却总是埋怨我们太节省……”

每天起早排队买“特价菜”

“说起我的‘抠门’老妈，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家

住合肥沁心湖社区的郭女士说，上周母亲为了省打的

费，愣是走了 4 站路回家，结果轻微中暑，“我和她说过

很多次了，如果坐公交不方便，一定要打车，特别是三伏

天和三九天，可她就是不听，从来不舍得打车。”

郭女士说，自己每次一劝说母亲，她便开始“忆苦思

甜”，“说小时候家里穷，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养成

了节省的习惯，自己已经节俭了一辈子，哪能说改就改

……”郭女士说，自己并非怪母亲“抠门”，而是担心她的

身体健康，“说起来，她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血压又高，

心脏也不好，生怕她出啥意外。”

去年年底，郭女士特地买了一辆新车，“我告诉她，

如果坐公交车不方便，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接送她，可大

半年过去了，母亲从来没‘求助’过我，我一问她，她就

说，油价高，能帮我省一点是一点，再说走走路还能锻炼

身体，真拿我这个老妈没辙。”

公交+步行，从不舍得打车

“家里夏天有空调，冬天有壁暖，可他们就是不舍得

用……”说起自己的父母，市民李先生直呼“头疼”，“你

叮嘱他们，天热要开空调，天冷记得开壁暖，可他们压根

不听。”最近，李先生的父亲高血压又犯下，“血压居高不

下，一问才知道，他们天天不舍得开空调，实在热得受不

了，只开一小会儿凉快一下便关了。”

又急又气的李先生赶忙带父亲就医，“医生说没大

碍，但高温天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一定要注意防暑

降温……”为了劝说父母不要如此不计后果的“节省”，

李先生只得假装发脾气说，省的电费还不够医药费的，

“听我这么说，父亲不吱声了。”

李先生说，这已经不是父母第一次为了节省导致身

体出问题了，“去年冬天，合肥特别冷，我特地给他们装

了壁暖，可外面雪花飘飘，冰冻三尺，他俩还是舍不得开

壁暖，结果母亲被冻病了，花了将近1000元医药费，人也

瘦了一圈。”对于父母的过度“节省”，李先生十分无奈。

儿子帮忙装了壁暖，却舍不得用

针对老年人和年轻一辈不同观念的碰撞，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认为，这与两代人早期生活体验、

经历的差异密切相关。“对于老人来说，由于年轻的时

候生活条件艰苦，因此形成了资源匮乏心理，虽然当下

物质条件变好了，他们的‘不浪费’意识仍会使他们竭

尽所能地去节省每一分钱，以此获得安全感，而年轻一

辈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足的年代，无法设身处地站在老

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很难对这种行为感同身受，因此容

易与老人产生分歧甚至发生冲突。”

周金妹认为，老年人节俭了几十年，现在想让他

们一朝一夕就改过来，是很困难的，要想让老人的生

活方式变得更科学，首先，年轻人还是要保持理解的

态度，让老人听得进去话，给予他们关心。“老人也应

该积极参与一些社交活动，接收外界信息，开阔眼

界，充实自己的老年生活，建议子女应鼓励老人多拓

展自己的圈子，多与一些思想观念与时俱进的老人交

流，相信在他们的带动下，老人也会愿意改变一些生

活习惯。”

专家：子女应多理解、关心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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