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8.3 星期二
责编 金钟 ｜ 版式 王志钢 ｜ 校对 小缪 A15乐龄·悦苑 / 广告

5米长桌铺着大红桌布，摆着鲜花和茶点，8对男女分坐长
桌两侧，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50多岁，此刻却像刚走上社会的
小青年，透着紧张与羞涩。

“多数老人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相亲大会，大家先自由沟
通，相互了解，半小时后一起包饺子。”杭州市凯旋街道爱在红线
婚恋公益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俞朱美介绍说，老年朋友来相亲，刚
开始都比较拘谨，一般要参加3次活动后才能敞开心扉。

“小俞老师，怎样才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另一半？”常有追爱的
老人向俞朱美“取经”。俞朱美说，老年朋友找另一半，关注物质
条件的同时，双方精神契合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她认为对老年
人来说，专业的线下婚介机构更靠谱。

老年婚恋市场流行门当户对、伴而不婚

红娘说：三观契合才长久

68岁的陈大伯和60岁的吴阿
姨相恋已有5年。每天一起轧马
路、做饭，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活脱脱一对神仙眷侣。

但谈起何时领证结婚，陈大伯
和吴阿姨却齐刷刷地摇头。“我们不
打算领证，两年前，两家儿女聚在一
起吃了一顿饭，算是正式承认了我
们的关系。”陈大伯说。

“不领证，我们相处得更自在，
没有心理负担，子女压力小，闲言碎
语也少了很多。”在吴阿姨看来，“伴
而不婚”是让这段感情保鲜的法宝。

陈大伯和吴阿姨的情况并非个
例，在俞朱美介绍的老年恋人中，领
证结婚的屈指可数。“老年人选择伴
而不婚，主要是怕影响自己与子女
的关系。很多子女担心，老人婚后

会把房产、存款等分给另一半，影响
他们的财产继承，甚至担心老人被
骗婚骗财。此外，亲戚朋友异样的
眼神也让不少老年人对婚姻望而却
步。”俞朱美说。

法律专家提醒，老年人“伴而不
婚”潜在风险不少，这种关系是不受
法律保护的。比如，一方老人生重
病或生活不能自理，另一方可能会
不愿照顾，甚至一走了之。再比如，
一方移情别恋，另一方的权利得不
到保障。

我国法律保障遗嘱继承，老人
既想领证保障权利，又想避免财产
纠纷，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提前对自
己的财产进行分配，给子女、亲属吃
一颗“定心丸”，使他们更容易接受
老年人的婚姻。 （浙江老年报）

老年人谈婚论嫁，会对另一半
提出怎样的要求？赵银儿是一位从
业16年的资深红娘，已促成60多
对老人走到一起。她为我们勾勒出
一幅中老年人相亲市场众生相。

丧偶的老人比离异的老人更有
优势；子女已经成家，尤其是女儿外
嫁的老人更受欢迎；绝大多数相亲
者都要求对方有稳定的退休金，月
收入最好不低于5000元；超过三分
之二的相亲者要求对方有独立房
产；职业选择上，退休公务员与退休
教师最“吃香”。男性一般希望自己
的另一半年轻5-10岁，对外貌也有

一定要求，而女性更希望找比自己
大3岁左右的男伴。

在中老年相亲市场上，绝大多
数老人比年轻人更讲究门当户对等
现实条件。

“物质上门当户对固然要考虑，
但是要想长长久久，就需要互相包
容，相互理解，合得来才是最要紧
的。”赵银儿说，身边有一个善解人
意、知冷知热的伴侣，更能为老年朋
友带来幸福感。

红娘们建议，两人是否有共同
兴趣爱好，三观是否契合，才是要重
点考虑的。

“李大爷，您登记材料里还缺离
异证明和退休证明，下回来时记得
补上。”在爱在红线婚恋公益服务中
心信息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
认真核对报名者提供的材料。身份
证、退休证、户口本、房产证（如有）、
离婚证明（如离异）缺一不可。给老
年人介绍对象，安全可靠最重要，严
格核查相亲对象的身份信息是确保
安全的第一步。

登记完基础信息，红娘和老人
聊起来。家中有几个子女？子女结
婚没有？退休前在哪里工作？平时
都有哪些兴趣爱好？饮食习惯如

何?聊天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和
一位老人能够聊上一两个小时。“只
有深入了解老人的家庭情况、性格
脾气、兴趣爱好，才能更好地为他们
配对。”俞朱美说。

作为专为中老年人介绍对象的
“公益红娘”，中心还时常开展预防
“黄昏骗”公益大讲堂活动，科普黄
昏恋防骗指南。

不少来这儿的老人表示，比起
网络交友，这种专业的线下机构更
让人放心。“给老人介绍对象关系到
两个家庭的幸福，我们要为老人把
好第一关。”俞朱美说。

伴而不婚成流行
潜在风险莫忽视

在许多“黄昏骗”案例中，其
实骗子手段并不高明，老人之所
以频频“入套”，很大一部分因素
在于他们迫切需要情感上的安
抚。

退休后，空闲时间增加，生活
节奏变慢。与此同时，身体各项
机能变弱。此时，人的身心都变
得比年轻时更加脆弱，很需要另
一半相伴左右，相互扶持。而这
时，如果独自生活时间较长，就会
因为情感上的缺失而感到孤独，
缺乏安全感。

子女往往是这种情感缺失中
的第一“候补”。子女做到位，骗
子就上不了位。

“父母辛苦大半生，培养子女
十分不易。子女首先应当尽量多
关心、多陪伴父母，不要让他们感
到自己晚景凄凉。”浙江省社会学
会会长杨建华说，这种陪伴讲究
细水长流，每次花的时间也许不
长，但频率尽可能要高一些，多在

父母面前刷刷存在感。比如早晚
打个电话；住得近的，下班后抽时
间陪父母散散步。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还可以每半年到一年策划
一次家庭旅游。

杨建华提醒，在陪伴过程中，
子女可以多注意观察父母的日常
表现，比如作息是否有异常，有没
有经常不打招呼独自外出；留意
家中是否经常出现一些小礼物
等，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有可能是
骗子正在给老人“下套”。此时，
子女应找机会与父母进行沟通，
了解情况。

当然，沟通不是质问。杨建
华建议，可采取多倾听少说教的
方式。

“老年人面对黄昏恋，子女要
帮父母把好三个关：感情关、亲情
关和财产关。”杨建华说，再婚是
两个家庭的重组，应当认真对待，
对未来可预见的矛盾先进行“摸
底”，为未来幸福生活做好保障。

子女要为父母“追爱”把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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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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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都不肿了，我要出院
回家。”江阴88岁的蔡阿婆刚
住院3天，就对无锡易可中医
医院“奚氏脉管中心”主任、奚
氏清法传人朱成河提了出院
请求。

原来，2个多月前蔡阿婆
小腿发丹毒，红肿、疼痛，挂了
2 个月水，没好转，路都不能
走，是被放暑假的重孙女用轮
椅推来的。视触叩听闻，经朱
成河上手诊断，蔡阿婆还有下

肢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和静脉
炎，属于中医“胫肿”。“腿肿好
消，但是引起腿肿的病因还没解
决。”

据悉，奚氏脉管中心接诊过
不少反复腿肿，挂水无效的病
人。朱成河说，单纯的丹毒，挂
水效果很好。但存在下肢静脉
功能不全、静脉曲张、静脉炎等

“胫肿”情况，并发的丹毒挂水疗
效就会大打折扣。

“只要有胫肿存在，丹毒始

终有复发的可能。
所以还要修复血管
功能、清除‘血瘀’，
这 样 才 能 防 止 复
发。”最终，在朱主
任 和 家 属 的 劝 说
下，老人才又安心
治疗。

静脉曲张腿肿发红2个月
是“血瘀”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