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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之间的友谊不
仅是喝茶逛街，谈心下棋，
更多的是陪伴与关怀。

68岁的丁花萍是她“闺
蜜团”的主心骨，她们既是
好朋友，更是好邻居，性格
活泼开朗的她是大家的开
心果，有她在的地方总有笑
声。丁花萍说，“好闺蜜”不
仅要能有福同享，也要有难
同当。

前些年，姐妹中有人患
了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容易
记不住事情，丁花萍和“闺
蜜团”成员经常在天气晴好

的时候带她外出散心，多和
她聊天，锻炼她的脑部记
忆。还有一次，“闺蜜团”中
有成员的家人摔倒，一直卧
病在床，一个人实在照顾不
过来，老友们就分批上门，
今天你看护，明天我陪伴，
丁花萍还自学了按摩手法，
帮助病人缓解疼痛。

在丁花萍看来，老友之
间从来谈不上“麻烦”，也不
会计较，更多的是希望你来

“麻烦”我，我去“打扰”你，
一来一去，感情变得更加深
厚。

调查中，记者发现，老
年朋友之间更在乎细水长
流的陪伴，也都很愿意在朋
友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他
们觉得老友是除了家人之
外最重要的人。

采访最后，记者问，如
果让你给老闺蜜或老哥们
送上一句话，你最想对他们
说什么？大部分人都说，健
康、快乐是他们对彼此最真
挚的祝福。

一位王女士对着镜头
表白：“时光不老，我们不
散。” （浙江老年报）

近些年，各地抱团
养老的案例层出不穷，
近的有杭州临平区瓶
窑镇一对老夫妇把自
家的三层小别墅拿出
来，邀请志同道合的老
年人一起同吃同住，抱
团养老；在天津和广西
北海，有当年的知青抱
团养老，重返“集体生
活”；在四川成都，有5
位单身阿姨，合伙买了
大理某处老宅，重新装
修改造，共同迎接养老
新生活……

在中国心理学会
注册督导师、浙江晒福
社会工作服务研究院
院长沈宣元看来，抱团
养老之所以在这些年
持续火爆，还有类似故
事搬上荧幕，主要有三
点原因。

首先，和时代发展
有关。传统养儿防老
观念建立在多子女的
社会背景下，随着独生
子女越来越多，甚至成
为时代主体，同时，人
均寿命不断提高，一个
孩子要照顾4位老人，
会顾不过来。“很多老
人本着不给子女添麻
烦的初衷，为了让子女
过好自己的生活，便主
动为自己的养老寻找
出路。”沈宣元说，这样
做的出发点是好的，也
皆大欢喜。

其次，抱团养老符
合时下大众追求的个
性化、多样性的养老需
要，是一种补充式的养
老方式。沈宣元说，如
果把老人送往养老机
构，部分子女心理上多
少会有些负罪感，担心

被别人说“对长辈不
孝”等，但是抱团养老
既让老人觉得自由，又
容易让子女接受，是个
双赢选择。

再次，如今时代发
展，人的思想观念也得
到极大释放，崇尚自
由、个性化的养老方
式，也是时代发展的产
物。杭州师范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
旭升认为，养老方式从
传统的以依靠“血缘”
关系为主，逐渐扩大到

“趣缘”，即选择和自己
兴趣相仿的人一起养
老。张旭升多年来持
续关注全国各地抱团
养老模式，同时研究城
市互助养老，他表示，
这样的转变是可喜的。

沈宣元说，另一种
值得关注的模式是“老
来伴”，即异性“同住式
养老”。“两人商量好住
在一所房子里，但不以
男女朋友或再婚的形
式相处，他们可能更像
是好朋友。”沈宣元说，
一些抱团养老方式，不
仅超越血缘关系，也越
过婚约关系，这恰恰说
明，人们的养老观念越
来越开放和多元。

张旭升认为，抱团
式养老要想取得比较好
的效果，有几点共性可
供参考，比如参与的人
员之间要知根知底，志
趣相投；经济、价值观念
没有相差太大。如果吃
住都在一起，应尽量避
免人数太多，各自有独
立空间。还有最重要
一点就是，互相包容迁
就。 （综合）

老朋友希望彼此“打扰”

历经岁月陈酿
友谊不断升华

常言道，人生能遇三两知己尤为幸运，当时间悠
悠转转地不停向前，那些携手相伴的友情显得弥足珍
贵。

“你有几个‘老闺蜜’？”“你们平常一起都做些什
么？”近日，记者走上街头，对中老年朋友进行采访，同
时发放调查问卷，听一听“老闺蜜”之间的故事。

在将近50位老年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
有“老闺蜜”，有的是一两知己，也有的是五六人成群。

您和“老闺蜜”认识多
久了？此次调查中，记者发
现认识时间的长短并不是
衡量友谊厚度的决定性因
素。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和
自己的好友认识时间超过
20年以上，也有部分人与好
友相识还不到5年。

傅菊仙有一个认识近
60多年的“老闺蜜”，从初中
成为同学开始，一直延续至
今。谈起最初相识，傅菊仙
笑得十分灿烂，她说两人都
是很随和的人，聊天很投
缘，上学期间常常互相督

促，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互相
帮忙，共同进步。

随着年龄增长，傅菊仙
与“老闺蜜”回忆当初上学
时场景的频率越来越高。

“聊起那些年发生的事，仿
佛时光倒流，想起彼此曾经
青涩的模样，欢声笑语历历
在目。”傅菊仙说。

66岁的王雪英住在杭
州上城区，她的“老闺蜜”是
社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
们。一群人因为同样的爱
好而相聚，每晚7至8时是
她们享受欢乐律动的时

光。虽然认识时间不久，但
大家早已从当初的陌生拘
谨，变得熟悉而默契。王雪
英说，和“老闺蜜”们跳着跳
着节奏契合了，话也多了，
跳舞前唠唠家常，跳完后依
依不舍。

好友相遇的缘由各不
相同，有以前读书的同学，
有工作时的同事，也有退休
后老年大学里的同学，还有
志愿服务团队里认识的好
友等，不管因何相识，80%以
上的老年人表示，能成为好
友主要是因为有共同话题。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
说，和好友之间的联系不在
于多少，但心里始终记挂彼
此。调查中，超过70%的人
表示会经常联系好友，而每
天联系和偶尔联系好友的人
占比均为12.9%。

家住杭州西湖区的沈阿
姨和闺蜜一周总要见面三四
次。疫情防控时期，她们还
相约做起社区志愿者，既服
务社区居民，又相伴左右，很
有意义。她说，即使不见面，
闺蜜之间也会线上互相问

候，有些不想和家人说的贴
心话，沈阿姨就和闺蜜分享。

谢成荣和老友们从小学
就认识了，八九个从小学到
初中一直在同个学校就读的
发小，这些年不论谁有重要
的事情，大家都会聚到一
起。他说，老友们有个微信
群，每天都会在群里问候。
平时有空闲，大家还会约着
一起去农家乐游玩。

在谢成荣看来，老友就
是能说到一起，频率一致，
不管经过多少年，再见面还

是和当初一样熟悉，这些和
家人一般的老同学，早已成
为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65岁的吴光娟也有几
个好闺蜜，但随着年岁增
长，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和
事业，渐渐地联系变少，加
上彼此住得远，线下见面几
乎很少。不过吴光娟说，现
在网络发达，想念了就打个
电话聊聊，逢年过节也会彼
此问候。大家即使不联系，
在遇到难事时，还是会想到
彼此，毫不犹豫伸出援手。

交往时间不重要 关键是要有话聊

联系多或少不在意 心中始终记挂彼此

另类“老来伴”
满满幸福感

老闺蜜不怕麻烦 让陪伴细水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