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烦恼】
身边突现“怪异老人”

“我们这位老邻居夫妇都是知识分
子，特别爱干净的，可是自从老伴去世
后，这个老头特别喜欢翻找邻居们丢弃
在一楼垃圾箱的过期食品吃，我们于是
悄悄找了社区的志愿者来看看……”在
锡山区一社区，先锋爱心义剪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们接到了另一位老邻居“看
不下去”的求助。

在我们身边，老人突然开始喜欢在
家门口藏垃圾翻垃圾了，有人莫名其妙
偷偷养了多只猫狗，都是比较奇怪的行
为。其实，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老人
面对孤独的无所适从。

在吼山社区一位87岁的老先生家
里，先锋爱心义剪志愿服务队的骨干团
员倪月妹几乎天天要来报到，作为一名
护老志愿者，她帮老夫妇理发、整理农产
品，量血压以及整理老人的药品。社区
许多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志愿服务队
都要经常走访，上门聊天，帮着做点家
务。

“一些老人喜欢把生活没有希望挂
在嘴边，有的老人确实遭遇了坎坷，还有
慢性病，逐渐忧郁而不愿意与外界接
触”，先锋爱心义剪志愿服务队的骨干成
员彭德英这样说。拥有专业心理咨询师
证的彭德英介绍，老人一些突然出现的
怪行为其实都是孤独的表现，他们陪伴、
鼓励社区“孤独”老人最常用的方式并不
复杂，就是倾听每一位老人“倒苦水”，在
老人叙述的琐碎片段里，找到他们“不太
好的苗头”。

他们的“话术”并不复杂，就是按照
老人的特长和喜好组织安排一些户外活
动或者精神文化类活动，上周他们带了8
名社区孤老和几名敬老院的健康老人一
起“打卡”严家桥村，一起包馄饨、唱歌
……活动还安排了一些少先队员一对一
陪伴老人，大家觉得特别充实。一位老
人出门前对自己的境遇还有点“看什么
都没意思”，出门一走，到处看看，还有志
愿者接送陪伴，一下子换了心境。

在锡城，还有一些居家养老服务人
员会上门陪聊，通过心理疏导，让老人们
获得关注。聊着聊着，原本想不开的就
看开了。

老人突然喜欢翻垃圾老人突然喜欢翻垃圾，，他的他的““内心戏内心戏””可知道可知道？？

一起寻找与老人之间的一起寻找与老人之间的““共情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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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家家都有老人，
人人都会变老。江南晚报今
起推出系列报道，呈现困扰
老年人的种种问题，关注养
老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寻找
各地好的解决之道，以期推
动锡城成为更高水准的老年
友好型城市。

徐阿姨退休后老觉得自己找不
到发挥能力的地方，她很愿意为楼
道里的居民做点事。“我们楼上一个
阿姨得了老年痴呆症，家里小辈又
得了病，很困难”，徐阿姨说，她很想
帮着牵牵头，在小区里发动募捐。
但社区工作人员对她的做法有看
法，随便在小区里募捐不合适。

邹先生最近居住的小区游园
在改造，他发现里面枯死好几棵
树，希望能顺手换了，省得后期再
返工挖土。但工人说，不在施工范
围。社区也不是主管部门。有时
和一些部门多说几句，别人还嫌他
多管闲事。

在锡城不少小区发现，有部分

人从单位管理岗位或技术岗位上
退休，他们有能力，也有热情，愿意
为周边人做点事，但是找不到平
台，有些人因为能力没处发挥，经
常会对小区事务“指手划脚”，有些
社区或物业管理者会觉得他们爱
挑刺，两者之间的矛盾有时还会较
大。

许师傅表示，自己所在小区的
社团并不丰富，他喜欢下象棋，身
边的爱好者不多，能下棋的地方也
不多，很多人就在户外放块木板，
一到雨天就只能窝在家里。沈阿
姨则表示，退休后交友的圈子变窄

了，自己小区的活动比较少，能加
入的团队有限，身边有老朋友被推
销保健品的小伙子哄得团团转。
如果加入圈子，有人提个醒会好
些；有事可做，也能减少被骗的机
会。

在锡城，不少社区的老人占比
已经超过20%。老人们也有掌控自
己生活的愿望，在满足最基本的生
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后，他们对社交
需求、尊重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等需
求也十分迫切。

以前大家都不太懂为啥有的老邻居原来好好

的，突然开始喜欢在家门口藏垃圾翻垃圾了，有的老

人莫名其妙偷偷养了多只猫狗。拥有心理咨询师资

质的志愿者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才明白，这些看

似“怪癖”的行为表现，根源都来自于老人们内心的

孤独。如何丰富老人的晚年生活，让他们能够走出

孤独、融入团队、发挥余热，成了一个社会新课题。

记者连日来走访了一些老人和社区，发现如何

让老人树立积极心态，参与社会活动或志愿服务成

了解题方向。全社会都该不断寻找和发现与老人的

“共情”点，才能让夕阳红更为多彩。

老来孤独
谁来为伊解千千结？

银发社交，如何发展自己的兴趣？

银发余热，去哪里找平台？

【样本】
心理团队，用倾听和陪伴帮一把

在美湖社区，曹荷芬曾患严重
的强直性颈椎病，饱受病痛折磨。
手术后，才50岁的她睡眠一度全靠
药物，经常胡思乱想，不太愿意和人
交流。她很想恢复健康、改变孤独
愁闷的心理状态。有一次，她无意
中看到小区广场上有人在打太极
拳，一下被那刚柔并济、姿态优美的
一招一式深深吸引，便起了加入太
极拳队的念头。坚持锻炼10多年
后，现在的曹荷芬不仅性格开朗多
了、朋友多了，身体也充满了“散不
尽的活力”。“是太极拳给了我健康，
我也要将太极拳惠及更多人！”从
此，曹阿姨便开始了她热心的教学

之旅，在她的引领下，美湖太极拳友
由3人壮大至50多人。

打卡社团活动，正成为曹阿姨
们心悦夕阳的新乐子。每逢周四或
是节假日前夕，美湖社区红歌队就会
来百姓歌舞厅排练节目，饱满的精神
状态、亮眼的节目演出，为辖区群众
文化发展增添活力。72岁的王英华
热爱生活，多才多艺的她退休后把社
区当作自己第二个家，一有空就和其
他老姐妹一起策划、组织开展各项文
体活动。除了红歌队，她也是腰鼓队
和舞蹈队的主力。在她的引领下，几
个艺术团均由开始的几个人发展至
现在的60多人。

早上有太极拳队打拳，晚上有
广场舞队跳舞，不定期举办各种主题
活动……水秀社区自从改建了水秀
苑小游园后，这里吸引了全市多个专
业团队前来活动，成了网红群众文娱
基地。多支专业舞蹈队和歌唱队使
用小游园场地的前提是要“教两招”，
免费向社区业余团队教授相关技
巧。“互惠互利”的指点使得社区团队
的水准得到了可见的进步提升。

适度的运动和锻炼，是找到快
乐最容易的“因子”，不同的社区形
成不同的社区文体特色，社区“百事
通”们不妨多整理特色地图，为老伙
伴们找到自己最对应的“组织”。

【烦恼】退休后交友的圈子变窄了

【样本】团队欢乐多，让更多老年人融入“动”的圈层

在新吴区的观湖社区，78岁的
许炳新搬来入住7年了。他介绍，
原本每天看电视，生活很单调。观
湖社区副书记吴超也发现，住在观
湖社区的老人很多都是退休干部或
者知识分子，他们对各类唱唱跳跳
的文体活动参与意愿不太积极，更
希望能够发挥组织存在的角色，于
是推出了“社区治理合伙人机制”。

许炳新退休前是锡城某大型企
业的一位党政干部，“我作为一名老
党员对于做思想工作是个行家里
手，这样既能替社区工作者减轻负
担，解决一些问题也让我很有成就

感”。最近的观湖社区，门口的垃圾
房刚完成了土建，作为社区纠纷调
解合伙人的许老松了一口气。此
前，针对个别居民扔垃圾时跑冒滴
漏现象频出，许老积极和居民、社区
干部等多方沟通，最终达成设置垃
圾收集房的解决方案。

在观湖社区，启用60多岁的低
龄型老年人充当社区治理合伙人，
提高了老年人社区满意度和归属
感，发挥了老年人的余热。社区环
境卫生合伙人庄翠英骄傲地说，在
社区做事能专注自己够得着的地
方。现在，观湖社区治理合伙人数

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逐渐覆盖
了城管精细化管理、家教礼仪、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等多个方面。

“社区治理合伙人机制能让老
年人管理社区，这样把老年人的精
神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尊重老年人
职业价值，能够帮助他们找回职业
价值和社会荣誉，让‘夕阳’更温
暖。”吴超说，这样做有助于把原有

“责任型社区治理”工作模式变成
“资源型社区治理”工作机制，多维
度打造一个有趣有爱有温情的适老
化社区。

（晚报记者 陶洁 殷婉婷 潘凡）

【样本】“社区治理合伙人”带来新思路

【烦恼】想帮个忙，却没地使劲

美湖社区红歌队的阿姨们个个容光焕发美湖社区红歌队的阿姨们个个容光焕发、、精神饱满精神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