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兴趣买单时，老
年人同样成为兴趣消费群体中不可忽视的力
量。记者调查发现，九成以上老年人愿意为兴
趣买单，旅游、摄影、乐器、服饰……他们在为
兴趣买单的同时，也收获了精神给养。

在家自建隔音间
音乐声中乐晚年
在青岛市民崔钰琴的家里，摆放着大大

小小三把进口萨克斯，不仅如此，为了不影
响邻里关系，崔钰琴还在家里建了一间隔音
房。“喜欢的东西我就想买，辛苦了一辈子，
剩下的时间，我要对自己好点。 ”

崔钰琴今年67岁，“退休后有了时间，也
算是完成年轻时的梦想。”2017年，崔钰琴花
5000多元购置了一把萨克斯。五年来，崔钰
琴的萨克斯从一个变成3个，每天吹上一两
个小时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给兴趣付费，难免落入冲动消费的圈
套。崔钰琴坦言，会有点消费冲动，但自己
却不后悔。“买衣服、鞋子贵点我就会舍不
得，但买萨克斯，我好像比谁都大方，可能就
是因为喜欢吧。”崔钰琴说，“在经济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老年人要学会善待自己。”

拥有几十部相机
愿为兴趣来买单
从中学毕业时拥有第一部相机起，几十

年的时间里，刘文峰各种型号、各种价格的
相机已购置了三十多部，为了拍到好作品，
他的足迹遍布五十多个国家，拍下了上万张
不同建筑、不同风土人情、不同风光的照
片。“我喜欢摄影，更知道好设备的重要性，
所以我舍得去买，并不觉得这是乱花钱。”

刘文峰今年66岁，从铁路部门退休后，
他成为青岛市老年大学摄影班的教师。“现在
老年人对摄影器材的投入还是非常大的，如
果他真喜欢，就愿意掏钱去买。”刘文峰说，在
传统观念中，老人都比较注重产品的实际用
途和性价比，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很多
老人已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他们有自己
的爱好和兴趣，并愿意为之付出金钱和时间。

兴趣消费量力行
享受人生不留憾
因为喜欢，所以买单。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九成以上受访老年人对“为兴趣买单”表
示了肯定和支持，“为自己的喜好花钱，就是
一种享受方式”“人生很短暂，以后不留遗
憾”“老年人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却舍得外出
旅游，图的就是一个开心”“这个年龄了，还
能折腾多久！喜欢就多投入”……

有专家指出，兴趣消费的背后都离不开
一个词——“喜欢”。不能笼统认为兴趣消
费不理智，因为，它满足了购买者的某种情
感需要。同时，专家也表示，为兴趣爱好花
钱，必须量力而行，“我们要为快乐付费，不
该为冲动买单。” （老年生活报）

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将玉林路“小酒馆”搬进病房
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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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
是安慰。”这是摆放在安宁疗护
团队办公室里的医者格言。

在创建安宁疗护病房之
前，秦苑在肿瘤血液科已工作
了 30 多年。那时，面对终末期
患者的痛苦，她总是感到无
奈。如何让走在生命尽头的人
得到“善终”，是她经常思考的
问题。

“我希望患者能够在没有
遗憾的情况下，有尊严地离
去。”2017年3月6日，在院领导
的积极支持下，经过秦苑与医
生董叶子、护士长马娜的紧张

筹备，只有6张病床和一间告别
空间的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
正式运行起来。在这个病房
里，患者的住院时间平均只有2
周。安抚、缓解患者的痛苦和
有尊严的告别，是安宁疗护的
主要内容。

5年来，凭着赤诚的医者情
怀，秦苑带领团队为300多位患
者缓解痛苦、实现心愿。近年
来，随着安宁疗护理念的日渐
普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终末
患者的安宁疗护需求也日益增
加。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截至 2020 年底，北京开放的安

宁疗护床位仅占同期医疗机构
编制床位总数的0.04%。

海淀医院院长张福春说，
海淀医院已申报海淀区的安宁
疗护中心。一个标准的安宁疗
护专门病区，正在积极地建设
中。预计今年下半年就将投入
使用。

这个医院里的“心愿实现
事务所”即将扩容，帮助更多徘
徊在生命终点的患者了却遗
憾，有尊严地谢幕；也帮助他们
的家人，陪伴挚爱亲人走好生
命最后的一程。

（北京晚报）

您愿意
为兴趣“买单”吗？

在这里有一间心愿实现事务所——

了却人生最后的心愿
在北京海淀医院住院楼里有一间“心愿实现事务所”——

专为走在生命末端的“客人”了却心愿。5年来，这个仅有6张
病床的病房先后送别了300多位患者，他们中最年长的99岁。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
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
停留……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
在小酒馆的门口……”一首民谣
《成都》的旋律回响在海淀医院
的安宁疗护病房里。这天下午，
一个特别的“酒馆”在病房里开
张 了 。 小 酒 馆 的“ 专 属 客
人”——癌症晚期患者庞女士在
歌声中潸然泪下。

庞女士进入安宁疗护病房
时，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她有
一个小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成都是
庞女士钟爱的城市，民谣《成都》
更是她最喜欢的歌曲。每每听
到这首歌，她都会向往那座美丽
的城市。病榻缠绵间，她多次跟
女儿和闺蜜约定，病情见好要去
成都看一看，也到“玉林路尽头

的小酒馆”喝一杯小酒，听一听
驻场歌手的演唱。然而，病情每
况愈下，这个小心愿始终没能实
现，令她难以释怀。

“我们不如将小酒馆搬进病
房，邀庞阿姨小酌一杯吧。”为了
让庞女士不留遗憾，安宁疗护团
队委托成都的志愿者，到玉林路
的小酒馆拍摄视频。又从患者
的女儿那里搜集了庞女士人生
各个阶段的、有纪念意义的照
片，剪辑成精致的视频。

一切准备就绪，“小酒馆”开
张了。病房主任秦苑为大家斟
满啤酒，志愿者们捧来了鲜花。
灯光暗下来，伴随着《成都》的背
景音乐，一段“回忆”在病床对面
的墙壁上徐徐展开。视频里的
庞女士，眉眼动人、笑容开怀，她
与朋友举杯对饮，与女儿亲密相

拥，为宠物精心打扮，她热爱生
活、充满朝气，她身上透露着潇
洒自在的气质……

病床上的庞女士终于“漫
步”在了成都的街头，见到了杜
甫草堂的红墙绿瓦，走过了宽窄
巷子的熙攘人群，走进了锦里的
灯火辉煌，体会了玉林路小酒馆
的人生百味。在视频的最后，志
愿者们剪辑加入了庞女士女儿
婚礼的视频片段。看着身着白
纱的女儿，庞女士露出欣慰的笑
容，泪眼婆娑地接受了女儿的
吻。虽然气息虚弱，但她还是坚
持伴着音乐唱完了《成都》。那
一刻，这首曾感动了许多人的歌
似乎只为她而创作。

两天后，庞女士走了。而这
个有酒、有故事的“小酒馆”成了
她最后的温暖记忆。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
他的怀里离开人世。”这个浪漫
凄婉的心愿来自一位92岁的癌
症患者。

入住安宁疗护病房后，程女
士逐渐陷入了昏睡状态，难以睁
开眼睛、表达心意。眼看着老人
的生日就要到了，老伴和三个孩
子都希望能给程女士好好办个
生日会。

安宁疗护团队与家属成立
了一个微信群，商讨生日会的
流程和内容。几位社工用气球
和鲜花将会场装扮得十分温
馨。当生日会准时开始时，程
女士的爱人——96 岁的胡先
生，在儿女的陪伴下，来到布置
好的病房。

“我来看你了，我很好……”

胡先生一进病房，就被推到爱人
的病床边。他一遍一遍抚摸着
老伴儿的手，一遍一遍呼唤着她
的名字。儿女也俯下身，拥抱着
妈妈，温柔地与她说话。已经好
多天没有睁开眼睛的老人，努力
地睁开双眼，挥动手臂，回应着
呼唤和爱抚。

生日会由女儿主持，她充满
感情地讲述着妈妈精彩的人
生。老伴胡先生讲述了他和爱
人的故事。

“我是结婚那天才第一次跟
老伴儿见面的。”战争时期，胡先
生打游击暂住在程女士家里，程
女士的父母很喜欢这个小伙儿，
就把女儿许配给了他。按照当
地风俗，没办喜事，不可以见女
孩子的面。所以，直到掀盖头的

一刻，胡先生才跟爱人正式认
识。

76载相伴，青春蓬勃的少
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但相携
的双手没有片刻放松。胡先生
的讲述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红
了眼眶。在生日歌声中，他代替
爱人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静静
许下不为人知的愿望……

程女士曾说，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在爱人怀中离世。在家
人和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胡先
生抱住老伴儿，把头紧贴住爱
人的脸庞。两位因久病、住院
而长久未见的老人终于相拥在
一起。

三天后，程女士在最喜爱的
《茉莉花》的音乐声中，平静安详
地离去。

在他的怀里离开人世 办一场温馨的生日“道别会”
心愿

安宁疗护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去

安宁疗护病房医护人员举办生日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