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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法]
周二上午9点左右，在长宁路上

靠近娄山关路的一家小公园内，到
处都是孩子的欢声笑语，这些孩子
中，小的仅两三个月大，大的也就四
五岁。

记者采访了20名看护孩子的家
长，六成以上带孩子来公园的是老
人，还有三成左右的看护人或是妈
妈、或是保姆，只有一名男童是由爸
爸单独带着前来公园玩耍。在这些
老人中，不少都是“老漂族”。

说起“老年漂”的生活，来自南通

的黄阿姨感叹道，自己和老伴也算是
带娃专业户了。十年前，老两口主动
来到上海帮女儿带外孙，好不容易熬
到外孙上小学了，二胎也放开了，女
儿又生了个外孙女，老人只能继续留
在上海带孩子。

像黄阿姨夫妇主动成为“老年
漂”的很多。记者采访的10名“老漂
族”中，有7位老人是主动要求帮儿
女带孩子，另外3位老人是“被要求”
帮忙带孩子。其中，有些老人不止带
一个孩子，甚至需要奔波两地帮忙带

孩子。
采访中，大多数“老漂族”已经在

上海“漂”了两年以上。尽管在上海的
时间已经不短，仅有小部分老人表示，
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上海的生活。部
分老人会在孩子上小学后，选择回到
老家生活，这让他们感觉更自在。

二胎时代来临，他们又再次扎入
育儿这个深渊里。“没办法，如果我们
不苦，苦的就是我们的子女。”很多老
人在思想斗争之后，仍然选择继续当

“老漂族”。

为子女分担家务 为家庭忍受孤独
记者调查发现：“老漂族”群体日益增大 但“水土不服”成常态

为了帮助子女照顾晚辈、分担家
务，“老漂族”们选择漂泊异乡，一待就
是好几年。随着二胎时代来临，更多
的老人继续着他们的“老漂”生活。

记者近日调查中发现，语言和生
活习惯的差异，加上远离家乡和亲朋
好友等原因，随迁老人与迁入地生活
产生隔阂，除了溜娃很少出门。由于
没有本地户口，医保报销困难，一些

“老漂族”甚至不愿意去医院看病。时
间长了，这群老人常常觉得自己“很孤
独”。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问题1
没有朋友圈
静下来，却觉得很孤独

看着自己祖孙辈慢慢长大，老人
常常感觉自己是幸福的；但是每当深
夜来临，当孩子睡了，一些老人却会
有一种孤独感。

“在上海都快三年了，还是不适
应。”家住浦东的常阿姨用带着浓重
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告诉记者，她来自
江西的农村，家里的房子有三层楼
高，屋前还有一块很大的地，可以种
种蔬菜、养养鸡鸭。三年前，儿子提
出希望老人来帮忙带孩子，常阿姨犹
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这边人生地不熟，没有人可以
说话，小区也会遇到些带孩子的老
人，互相听不懂。我文化程度低，不
识字，手机也只会接听电话。”常阿姨
说，一旦孙女跟儿子儿媳出去玩了，
她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她很想去
很多地方看看，但是没有人可以作
伴，到现在这个愿望都没实现。

在采访中，超过半数的老人表
示，语言不通、气候、饮食等方面很难
适应，但这些都不是关键问题，最重
要的还是没有自己的朋友圈。

采访中，一些有多名子女的老
人，还需要分开前往不同的家庭带孩
子，老两口被迫分开。分开后，老人
常常会互相思念对方。

问题2
看病不方便
不清楚异地医保就医政策

随着年纪的增大，“老漂族”的这
群老人们的身体大不如以前，经常因
为各种疾病需要前往医院。

今年65岁的王爷爷就是被漂来
上海的。就在不久前被检查出有严
重的胆结石，必须手术。但如果在上
海手术，对于异地医保就医，王爷爷
及女儿一家都不清楚相关政策，也不
知该如何办理。无奈之下，王爷爷只
得回老家做了手术。“在老家有农村
医保，一个手术下来近5000元，自费
部分其实很少。如果在上海做手术，
就不知能报多少了。”

王爷爷告诉记者，回老家手术的
这段时间，反而是最轻松的时候，可
以和老朋友聊天，吃吃家乡菜，精神
一下子也好了很多。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看病就医更
是“老漂族”们生活中必须要解决的
一大问题。异地就医结算不便，就变
成一些老人长期“两地分居”的原因。

记者了解到，国内部分城市的医
保已经和上海接轨，沪上有关部门还
在继续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的相关系统开发。但是如果需要在
上海进行手术等治疗，仍然需要当地
医院开相关证明，这让部分老人觉得
非常不方便。

问题3
育儿观不同
带得很辛苦，却常常有矛盾

“有一种冷叫奶奶觉得你冷”、
“有一种害叫老人的溺爱”等这些言
论经常在网络上出现，关联信息都是

“老人不适合当孩子”。“老漂族”带孩
子很辛苦，但是却经常“被黑”。

在这些老人中，其实有些曾经是
地方的知识分子，有的当过老师、医
生，或者是当地的干部，他们曾经也
受过学生爱戴、下属尊敬，但是一旦
来到上海带孩子的时候，他们却面临
着巨大的压力。张阿姨就是其中一
个典型。她曾经是北方小城市的一
名小学英语教师，最擅长的是外语，
当然也喜欢教孙女外语。但是有一
天儿媳不客气地对她说：“妈，你的发
音有问题，不要教孩子口语了。”张阿
姨一下子被激怒了，眼泪都差点流出
来。“当年我教的学生，现在好几个去
了外国领事馆工作。”张阿姨说。之
后她与儿媳的关系日益恶化，每当儿
媳指出她的某一个地方做得不够科
学时，张阿姨总会习惯性地反击。

两代人，育儿方式早已相差十万八
千里，年轻妈妈们动不动会搬出书本上
的“科学育儿宝典”，而老人则不时会抗
议“我养大过孩子，你们带大过吗”。他
们的付出有时会被轻视，这让不少“老
漂族”觉得自己“白付出了”。

子女要学会换位
思考，要理解、包容

“老漂族”身心能否融入城市，

考验城市的人文温度和治理水平。

随着“老漂族”群体日益庞大，

如何关爱这个群体，让“老漂族”得

到关爱、找到归属感，已成为一个

重要课题。在复旦大学顾晓鸣教

授看来，异地老人随着孩子迁徙来

上海，除了能帮助年轻人带孩子

外，也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顾晓鸣教授告诉记者，要让

这些老人能有归属感，社会上就

必须要摆脱“老人是拖油瓶”这种

传统观念，事实上，这些老人很多

就是社会上的精英。“即使是普通

百姓，老人们也都有自己擅长的

东西。比方说有的老人会拉二

胡、有的是围棋高手，有的会烧一

手地方特色菜……老人是传统文

化的宝库，随着他们来到上海，可

以带来各地的文化交流，为上海

这座大都市留下深厚的文化积

淀”。顾晓鸣教授指出，此外老人

的加入可以让亲情关系密切相

连。老年人是家庭的“纽带”，正

是由于无数老年人的存在，无数

个家庭才凝聚在一起，感受着家

庭的暖意与温情。

专家建议，如果条件允许，最

好年轻人自己带孩子。实在需要

父母帮忙带，就要多沟通、多理

解。作为子女，要学会感恩；而不

管是老人还是儿女，都要学会换

位思考，多理解、多包容。

此外，相关人士提出，要让老

人们真正融入上海这个城市，要积

极探索建立针对外来老年常住人

口的公共养老服务模式，整合各种

服务资源，为“老漂族”能够在异地

养老就医提供便利，简化异地办事

手续，真正解决“老漂族”在他乡养

老难、看病难等难题。

“老漂族”为子女扎入育儿深渊，但常常感到孤独。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