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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颐

近年来，在厦门、苏州、珠海
等地出现了一种专门来住养老院
的新式“移民”。为了更好地养
老，部分人尝试远走他乡。记者
采访发现，随着人们的养老、消费
观念的变化，涌现出了一群“养老
移民”，有人在尽览名川大河后，

“移民”小景点旅居养老；有人厌
倦了都市的纷繁嘈杂，“移民”郊
外开启新生活。

“移民”大城市 蹭养老资源
黑龙江哈尔滨71岁的夏菊英

就是一位“养老院移民”。
夏菊英患有风湿病，老伴去

世后，夏菊英本想去广州投奔亲
戚。当时，刚好碰到广州的一些
养老院试点出租服务。体验完
后，她便搬进了老年公寓。在公
寓里，还住着上百名和她一样来
自北方的同龄人。夏菊英和姐妹
们组成合唱团和舞蹈队，每天翩
翩起舞。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就
相约去珠三角其他城市旅游。

2018年，夏菊英下决心把东
北的房子卖掉，拿出积蓄住进了
养老公寓，“家有家的温馨，公寓
有公寓的自在，子女看我身体状
况好转，也很支持我的做法”。

“移民”郊外 换了种活法
撤离主城，到郊外购房养老，

正成为越来越多银发族的新选
择。

在北上广等城市，这样的现
象更明显。上海67岁的朱学彪是
最早“移民”郊区的一批人之一。
朱学彪原本住在上海市杨浦区的
一套“老破小”（房龄老、设施破
旧、面积小的房子）。考虑到儿子
结婚要婚房，朱学彪和老伴提前
做了规划，他们开始在金山区看
房，“这里属于郊区，房价便宜，经
济压力小。距离市中心也不太
远，高铁半个小时能到”。2007
年，朱学彪在金山区红树林小区
买下一套房子。2013年退休后，
朱学彪和老伴搬了过来。朱学彪
筹建了小区乒乓球队，还当上了
志愿者队队长。“换了个地方，也
换了种活法。”朱学彪说。

“移民”景点 过上慢生活
66岁的广东广州人范览江则

“移民”景区。在尽览名山大川后，
他开始把落脚点放在一些小而美
的景点。早在2008年，范览江就
开始物色一些适合生活的景点，

“这些地方要景色优美，商业气息
没那么浓，消费水平也不太高”。
这些年，他去过最美村落丹巴、静
谧小渔村福建奇达村、世外桃源霞
浦杨家溪，“我曾租住渔民家大半
年，直到海鲜吃腻了才回家”。

四川成都68岁的刘天明也常
去云贵等地的景区小住。他最近
考察了两个基地，“一个是六盘水
百车河景区，推开门就是云和山，
开销只要60块钱一天；一个是云
南抚仙湖，那里湖水清澈见底，边
上的民宿花4000块钱就能住3个
月”。 （快乐老人报）

截至2018年底，长三角地区
养老机构总数达7801家，养老床
位数为130.62万张，各类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设施10万多个。异地养
老已成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
次养老服务需求的一种新模式。
如何让老人选择异地养老而无后
顾之忧？

专家指出：公共服务政策通关
是关键，应准确定位异地养老的目
标人群，兼顾“导入地”和“导出地”
需求。

“交通便利、环境舒适、性价比
高，越来越多的上海老人选择赴周
边城市异地养老。”专家说。不少
上海老人在选择异地养老时，在区
位上会更倾向于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文化相通的长三角周边地区，
这会让老人少一点陌生感，多一点
归属感。

但选择异地养老，最大困扰就
是看病就医，老人们需要定期或不
定期地回上海看病。虽然长三角
已有一批城市实施“异地门诊就医
直接结算”，但养老补贴等政策并

未异地打通。2018年9月，长三角
地区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试点
启动，目前已有多家医院参加。这
些地区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等4类
参保人员，在试点医院门诊就医
时，可享受跨省就医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的便利。拥有上海医保卡的
老人在上海办妥异地备案手续，就
能在当地使用新版社保卡直接结
算。不过，老人们仍有烦恼：一是
备案手续有点复杂，二是担心备案
后是否还能在上海医院结算。

“养老补贴”也是老人们非常
在意的福利。目前，上海的养老服
务补贴支付护理人员的服务价格
提高到32元/小时，上海对经济困
难老年人应当支付的老年照护统
一需求评估费用和长护险服务费
用中的个人负担部分予以补贴。
但如果选择异地养老，那么这部分
补贴就无法享受了。“养老补贴能
否‘跟人走’？”专家建议，建立跨区
域补贴制度，实行养老补贴“跟人
走”的政策，使异地养老的沪籍老
人原来在上海享受的居家养老补

贴、助餐助浴补贴以及市、区、街镇
层面其他各项养老福利等政策，在
异地也能适用。同样，异地来沪养
老的也能通行。“这就需要建立信
息对接机制，探索不同区域各类标
准的互通互认，包括需求评估、设
施名称、服务标准、信息共享等，为
异地通关提供制度保证。”

“我们要准确定位异地养老的
目标人群，兼顾‘导入地’和‘导出
地’需求，推动异地养老。”专家提
到，在长护险方面，入住异地的沪
籍老人经评估后，可同等享受上
海长期护理保险相应待遇，更大
范围内推动长护险等新型支付方
式的发展。同时，争取当地的老
人优待政策，让沪籍老人也可享
受。她还建议，依托上海优质医
疗资源，探索与异地养老基地配
建的医疗机构通过采取合作办院、
设立分院、组建医联体等形式，推
进医疗资源联动共享。同时，打造
医养结合模式，满足不同健康状态
老年人的需求。

（解放日报）

异地养老如何解后顾之忧？

养老补贴应“跟人走”

老年人就该是时尚绝缘体？
老年人只会在景点挥舞彩色纱巾
拍照？

这些老观念，最近都被一个短
视频“刷新”——抖音上的旗袍奶
奶们，凭着自身气质和传统服饰之
美，火了。

“戏子多秋，一处情深旧，满座
衣冠皆老朽。一曲定重楼，一眼半
生筹，看的全都是那诡谲云涌
……”短视频中，伴随着《辞九门回
忆》的曲调，几位银发奶奶身着蓝
白旗袍袅袅走来，她们手里的苏绣
扇，耳边的流苏坠，旗袍上的蓝色
花鸟鱼虫，伴随着白发，一股优雅
的气质扑面而来。

这段15秒的视频，在短短一天
里，点赞近280万，播放超过4000
万次。抖音网友们最关注的，不仅
仅有奶奶们的驻颜养发秘方，还有
奶奶们身穿的手工蜡染旗袍。

有网友惊叹说：“美好是历经岁
月仍见风情，藏于一隅仍让人一见
倾心。”还有网友感慨道：“岁月从不

败美人，时光会沉淀历史的精粹。”
奶奶们的衣着品味和举手投

足的气质，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这，让人们颠覆了对中国老年人时
尚的看法。

而奶奶们在视频里身着的蜡
染旗袍，是“国风”设计师成昊的

作品。这位80后新锐设计师，是
国内一位受邀参与纽约时装周的
天才设计师，也是2013国际蜀锦
设 计 大 赛 的 冠 军 得 主 、得 过
APEC国家领导人服装设计特殊
贡献奖。这位年轻设计师，却很
喜欢用业余老年模特来做自己服
装大秀的开场模特，他关注奶奶
们的服饰之美，看重奶奶们身上
具备的演绎“国风”服装的绝佳特
质。

这些从各行各业退下来的“爷
爷奶奶”们，没有想到，到了自己头
发花白的时候，却能成为老百姓眼
里的“时尚榜样”。

有一天，在家做饭的杜亚的妈
妈，某天收到了孩子发来的奶奶模
特短视频，杜亚说：“妈妈你看，年
纪再大，也可以那么美丽。”

白忠恺的妈妈在跳广场舞的
姐妹微信群里，看到了这则奶奶模
特视频。她发给自己的儿子说：

“以后我也这么打扮，活出自己的
风采。” （北京晚报）

“银发奶奶模特团”火遍全网
幕后设计师把传统非遗送上纽约时装周

“养老移民”
涌现三股大军

去长三角城市旅游
时，很多上海老人会顺便
去当地养老院考察一
番。更宽敞的环境、更高
的性价比，让不少老人想
去异地养老。不过最让
他们纠结的是，如果去异
地养老，不仅要放弃家门
口的医疗资源，他们在上
海的养老补贴也会泡汤，
而且当地的补贴他们还
享受不到。

青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