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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脉管】

如今，抱团养老很流行，有些老
人依靠社区抱团，有些本来是朋友
抱团“候鸟式”养老。可真的抱团在
一起，却往往一开始兴奋、甜蜜无
比，最后却各回各家甚至老死不相
往来。

但李女士和张女士却是一个例
外，两人已经在一起抱团养老8年
了，生活得有滋有味，越活越年
轻。70岁李女士说出了原因：抱团
养老，这份距离要有，秘诀也是这
份距离。

李女士和张女士是大学舍友。
李女士家境好，张女士家里很贫困，
李女士总是贴补张女士。张女士的
丈夫中年去世，她只有一个女儿，未
再婚。李女士和丈夫离婚后也未再
婚，有一个儿子。

60多岁的时候，两人的儿女都
结婚了，帮忙带了几年孩子，孙辈也
上学了。两个好友一商量，把家里的
房子卖了，在她们的母校旁边各自买
了一套房子，对门，从此两人过上了

“抱团养老”的生活。
两姐妹白天在一起聊天，跳

舞，看书，绘画，上老年大学，隔段
时间还一起旅游。晚上就各自回
到自己的房子里，这样有彼此的空
间。

生活中的一切开销都各自承
担，在一起的花费也几乎AA制。
一辈子的朋友了，彼此的人品都是
一清二楚，从来不会在物质上计较。

这就不像很多抱团养老的老人
那样，会因为住在一个房子里，因谁
住的房间好、谁多做了一顿饭、谁的

儿女又多带来了一些好吃的之类的
琐碎问题，产生嫌隙。这些在李女
士和张女士之间从来不存在。两人
住对门，有什么意外情况或者谁生
病了，总有相互照应。

李女士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有
一份必要的距离，现实中很多抱团
养老的老人，一开始在一起特别兴
奋，不分彼此，但时间长了，却为各
种琐事心生嫌隙。其实祸根早在一
开始不分彼此时埋下了，一开始就
要分彼此。”

李女士还说：“现在我们身体还
能自理，孩子们偶尔来看看，我们两
个相互照顾，等到彼此都不能照顾
彼此的时候，我们准备找一个医养
结合的养老院，还是在一起，在那里
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老年日报）

在春节临近的日子里，忙年、
团圆成了关键词。但还有一些
人，在用自己兢兢业业的坚守，为
这座城市的新年忙碌着。

56岁的邢瑞胜是青岛市李沧
区春和社区的保安。去年大年三
十坚守岗位的邢瑞胜，早早跟兄
弟姐妹约好，今年一定回老家过
年。可是，他又“食言”了。“我们
保安门岗是疫情防控很重要的
一环，今年过年就不回老家了，
兄弟姐妹也很理解。”“今年过年
期间公司也有补贴。”邢瑞胜表
示，心里暖、钱包鼓，就地过年也

挺好。
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刘同昌

建议，老年人就地过年，跟子女亲
人通过电话、视频互致问候，以新
风应对疫情，过一个新颖的、有意
义的春节。

青岛市卫健委工作人员表
示，提倡在本地过节，提倡网络拜
年、电话拜年。老年人要注意少
串门、少聚集，确需外出要注意防
滑、保暖、戴好口罩。宅家状态
下，老年人可以开展一些日常娱
乐活动、体育运动，保障身心健
康。 （老年生活报）

作为中国脉管病泰斗，无锡籍海
派名医奚九一教授生前有个心愿，希
望自己对脉管病的毕生经验，能够传
给年轻一代，造福故里。

特邀：奚氏清法第三代传人、梁
溪区优秀医师、无锡易可中医医院奚
氏脉管中心主任朱成河。

王女士：因久站腿上出现静脉曲
张，去年为了不影响夏天穿裙子，做
了手术，但术后腿部肿痛，肤色发暗，
为什么会这样？

传承人解读：目前，我国手术治
疗周围血管疾病正在蓬勃发展之中，
手术技术不断进步，但是由于手术适
应证的限制，约60％的静脉曲张患者
手术后，会因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而
出现肿、痛、痒、黑、溃疡。

此类患者不能单纯追求血管表
面平复而盲目手术，奚氏脉管中心先
采用“三泵加压循环治疗”体系修复
瓣膜功能，消除深静脉高压，而后再
进行日间手术平复迂曲的血管，同时
还强调定期保养防复发。 （江南）

如今社会，年轻人压力大，所以大
部分老人都会帮助子女带孩子，减轻
子女的负担。但是老人的年纪越来越
大了，长期带孩子力不从心。于是现
在流行一种新型带孙子的方式，那就
是“打卡式带孙子”。

分开住，关系反而更好
65岁的孙女士和老伴单独居住，

周一到周五早上在儿子和儿媳妇上班
之前把孙子接到家里照顾，儿子他们
下班后，又把孩子接回去。孙女士和
老伴晚上逛公园、遛弯，周末参加老人
聚会。以前经常因为小事和儿媳发生
争吵，现在分开住了，关系反而变好
了。这就是“打卡式带孙子”，孙女士
感慨：自从“打卡式带孙子”后，和儿子
儿媳妇保持一定距离，互不干涉，不做
带薪保姆，生活反而轻松了很多。

打卡式带孙优点多
这种打卡式带孙子正在流行，越

来越多的家庭，都愿意接受这种方式，
比起和子女同住带孙子，打卡式带孙
子有很多优点。

不管婆媳关系好不好，长期住在一
起容易产生矛盾。打卡式带孙子就是
比较好的选择，都说隔辈亲，爷爷奶奶
喜欢带孙子，打卡式带孙子，婆婆和儿
媳妇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大家都开心。

老年人年纪大了，整天带孩子会
觉得非常累。孙女士以前还要做家
务，儿子和儿媳妇当“甩手掌柜”，每天
累得疲惫不堪。而打卡式带孙，周末、
节假日和下班时间，由年轻人带孩子，
老人可以得到更好的休息。老年人和
年轻人各自享受各自的生活方式，父
母与子女关系更和谐。 （老年日报）

“孩子，咱不给国家添乱”

就地过年，“云团圆”也温暖

59岁的矫淑珍，是青岛市北区海
伦路街道顺昌路社区党委书记，女儿
在杭州工作，一年也难得见上一次
面。临近春节，矫淑珍负责的疫情防
控工作越来越重。前几天，矫淑珍的
女儿打来电话：“妈妈，今年过年我不
回青岛了。特殊时期，就不给大家添
乱了，您跟奶奶在家好好过年吧。”矫
淑珍很支持女儿的决定。在大年夜
里，矫淑珍打算跟孩子通过手机视频

“云团圆”，用网络化的方式共享新年
欢乐。“希望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
利，身体健康！”

春节是临沂市86岁的李桂兰最在
意的节日，喜欢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过
年。然而今年，李桂兰早早就给孩子打
电话，“现在有疫情，过年能不回来就别
回来了。”李桂兰说，虽然孩子不能回来
过年，但心里肯定惦念着家里，咱们老
人觉悟跟上了，孩子也心安。

迈入腊月门，年味越来越浓。商场
里、大集上，春联、年画已经开始热卖。往
年的这个时候，61岁的孙先生已经开始
置办年货，精心做着回老家过年的准备。
今年春节，孙先生与老伴打算留在青岛。
孙先生说，等疫情结束后，再回老家看看。

无独有偶，烟台市73岁的陶先生

也在为城里过年做着准备，虽然平日
里，陶先生和老伴在城里给儿子带孩
子，但是到春节都要回老家过年，今年
因为疫情回不去，虽然心里有点失落，但
是还是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只要一
家人在一起，在哪里过年都是团圆。不
回老家，我们也要把年过得热热闹闹。”

“奶奶，今年过年我跟爸爸妈妈不回青岛啦。等疫情过去，我们再
回老家看您。”71岁的刘玉兰看着视频里8岁的小孙女，不禁湿了眼
眶。虽有不舍，但她心里明白，短暂的分离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聚。

春节临近，面对“就地过年”的倡议，许多老人像刘玉兰一样，不能
与儿女团聚。然而，过年的方式变了，亲情却没有变淡。寄年货、“云拜
年”、线上团圆饭……记者调查采访发现，今年，老年人过年的方式不但
有新意，还充满了温情。

“咱不给国家添乱”

“就地过年，也是团圆”

“政策到，钱包鼓，心里暖”

八年未散伙 她们有秘诀

抱团养老 保持距离很重要 “打卡式带孙”
正流行

矫淑珍矫淑珍（（前前））一家一家

为什么说6成静脉曲张不适合马上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