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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失败就不再尝试

新闻延伸

抱团养老
并非唯一出路

所谓“抱团养老”，是指一群老年人
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互相照顾、彼此慰
藉、共享资源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其
实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丹麦，
一群志同道合的老人，搬到同一个地方
结伴居住。

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
出现了以此模式的养老实践：在杭州绿
城桃源小镇，来自五湖四海的老人们通
过社团和爱好聚在一起，从唱歌到跳舞
到走秀，从做饭到摄影到电器维修，分
享与互助让这群老年人成为了无话不
谈的朋友，一起度过精彩的退休时光。
在武汉，有一群老年人以《老三届·心
雨》杂志为纽带，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
文化养老。“办一本杂志，将大家拢在一
起，把我们的人生记录下来。”

“抱团养老”并非同吃同住那么简
单，个人素质、生活习惯等都要很相近，
在实际集体生活中也需要不断磨合，彼
此适应包容最重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
末，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已超
2.8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9.8%。面对
规模如此庞大的老龄群体，如何优雅而
有尊严地老去，是当下绕不开的话题。

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的推进，我国养老产业逐步发展，一
些新型养老模式进入公众视野。

北京推进“机构+社区+居家”链式
养老服务模式，链接专业养老服务机
构，整合医护人员及护理员资源。在志
愿服务队的基础上充实养老服务团队，
并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居住环境、家
庭结构等因素，分别标记为“红、黄、蓝”
三个等级，按等级合理确定服务频次。

在成都，以“养乐园”思维打造了另
类新型养老院。和传统养老院内集体
打拳、做老年操不同，在成都的这所另
类养老院中，工作人员大多是“90后”

“00后”，在她们的带领下，老年人会在
院子里露营、拍摄时尚大片、开展户外
K歌大赛、拍短视频等。“虽然很多活动
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但你会发现
老人们其实很愿意融进来。任何人都
不想老了以后是被孤立出去的，他们还
是想去表现自己，去感受、参与外面的
世界。”养老院创办人之一周航说。

时间银行是指志愿者为高龄尤其
是空巢老人提供看护、陪伴、助行、助
医等生活照料类服务换取时间，在自
己年老后可以用存储的时间兑换养老
服务，从而实现互助养老的爱心循环
新模式。在青岛，养老中心成为“时间
银行”的网点载体，志愿者可以将获得
的时间转赠给自己的亲属，由他们代
为提前享受养老服务。在厦门，参与
时间银行的志愿者可以即时兑现商
品。在北京，志愿者积分则可兑换北
京市老年志愿者协会系统内的课程、
服务、产品等。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空头支票的出现，有助于
吸引志愿者的参与，并保证制度的良
性循环。 （综合）

2017年5月份，杭州退休老师
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登报，招募几
对60岁到70岁的老夫妻抱团养
老。2020年初，疫情让这个团体
被迫解散。

今年3月7日晚，记者联系上
了对方。“之前因为疫情暂停，最近
打算重启了。”如今朱荣林年岁已
大，同为第一批参与者的蒋一纯接
过了接力棒。回忆起曾经抱团养
老的日子，蒋一纯说，7户人家，13
个人，除却一些特殊原因，这次参
与重启的大部分人员都是初始成
员。

抱团养老的日子，有快乐，也
有不可避免的摩擦。“主要集中在
吃饭问题上，有的人爱吃甜，有的

人爱吃咸，比如，一位来自西安的
抱团养老成员，行李中全是辣酱，
说是怕来这里养老吃不到辣酱，就
可以看出口味对老人的重要性
了。”这些口味上的不同，在一起吃
饭的时候会显现出来。

这些摩擦，不会引起本质上的
不愉快，在蒋一纯看起来是个小问
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抱团养老
方面的经济账。“我们是这样操作
的，租金交过来，用来请厨师、园
丁、清洁工，剩下部分就按照一餐
多少钱的标准按规定扣除，水电费
均摊。”蒋一纯说，经济账管好，剩
下的基本上是小摩擦，“只要彼此
之间相互大度点、包容点，不会引
起吵架等不愉快”。

比起多人抱团养老的小摩擦，
蒋一纯更看重的是抱团养老给予
的那份温暖。虽然入住前很多人
不认识，彼此之间保持一种“又是
房客，又是朋友的微妙关系”，但住
在一起的熟悉感，还是在关键时刻
显露，比如，当其中一人生病了，其
他所有人都来关心的那种感觉，蒋
一纯就体验过。正是这种温暖，让
蒋一纯觉得抱团养老很值得。

“我们人到老年，很多东西都
看开了，但是这种温暖、这种热闹
是我们选择抱团养老的初衷。”也
就是从这一点上出发，蒋一纯依然
觉得抱团养老这种模式可以复制
且值得推广。

（钱江晚报）

杭州夫妻造别墅找人抱团养老
6个空房间，有山有水还帮做饭

“我在余杭百丈建了一座别墅，花了200万元。”
“就我和丈夫两个人在别墅里，很孤单，我想找一些老伙伴一起抱团养老，人多热闹。”
前几天，记者接到来自杭州余杭区的汤大姐的求助。
汤大姐今年53岁，她想招募抱团养老的伙伴。
汤大姐说得很诚恳，发出这个招募或者寻找之前，她也看到关于抱团养老的报道。
“我知道首个抱团养老试验暂停的消息，但我一直觉得抱团养老切中当下不少老年人养老的心理需求，是

值得探索的方式，我还是想试试，老年人该有自己的生活，也应该有自己选择怎么养老的权利。”

汤大姐和丈夫盖的别墅汤大姐和丈夫盖的别墅。。
（（浙江日报浙江日报））

汤大姐是退休后，才操心起自
己和老伴的养老问题的。

每个月的养老保险，加上商业
大病险等，汤大姐说自己在养老的
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她更加关注如
何实现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

年轻时在外打拼的汤大姐退
休后回到了老家余杭，还盖起了一
栋别墅。

“盖了四层，房间又多，看起来
像个小酒店一样。”大姐对这个房
子是满意的，花了200多万元，旁
边有竹海，有小溪流水，环境很是
不错。

汤大姐和老伴打算余生在别
墅里养老。这是汤大姐一开始就

和女儿商量好的。
“我女儿在萧山机场工作，我

们并不想住在女儿家旁边，给他们
带孩子，这样的生活我不喜欢。辛
苦了大半辈子，人老了也该有自己
的生活，孩子有孩子的生活。”汤大
姐告诉记者，他们在经济方面不需
要女儿特别操心，女儿也支持抱团
养老的想法：“我想让自己住得舒
服，按照自己的心意过老年。我这
边的别墅离附近医院不远，开车半
个小时就能到。”

汤大姐说，别墅所在的环境、
就医需求她都考虑到了，她觉得抱
团养老的基本门槛已经达到。

“我挺认可和看好抱团养老的，

想试一试，先出租6个房间，每个房
间每月1500元，水电费均摊。”

关于吃饭问题，汤大姐说自己
还年轻，特别爱做菜也很会做菜，

“我能给大家做，按照每餐的价格
付费，不用其他伙伴操心。”

汤大姐希望和她一起抱团养
老的伙伴年龄在60至75岁之间，
身体健康，性格随和，“琐事不过于
较真就好”。

虽然有这样的构想，汤大姐也
明白真正实施起来会有各种各样
的小问题，“但不能因为有可能出
现的这些问题，就不去做这件事，
我很喜欢交朋友的，不喜欢孤单，
所以我特别想试试。”

全国首个抱团养老试验近况如何

汤大姐表示自己特别爱做菜也很会做菜汤大姐表示自己特别爱做菜也很会做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