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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合肥市老龄办曾对

全市城区空巢老人的生存状况与

服务需求进行抽样调查，调查数

据显示，在社会活动和交往上，有

三分之一多的空巢老人从来不到

邻居家串门，仅有五分之一的老

人经常会串门走访。

蜀山区飞虹社区书记胡晓

军向记者介绍，空巢老人”危机

中，其实最不应该忘记的是“邻

里守望。“邻里守望是守望互助，

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巡视管理措

施，有助于邻里之间多了解、多

沟通、互相照应，这应成为‘邻里

自觉’。”

政府搭台，由社工牵头，给社

会中的义工、志愿者们创造服务

机会，使得服务社区老人成为常

态化。”胡晓军说，这种“3+1”养老

助老模式已开展多年。

“给孤寡、空巢、行动不便的

老人进行信息登记，定期做好老

人的健康记录调查，增强老人互

访机制，了解老人的生活需求和

心理波动，从而一家有难多家

帮。”胡晓军解释道。

六旬保姆突然离世，八旬雇主伴尸多日，饿极吃生菜

当你老到眼盲耳背，神志不清
难道只有“桃姐”可以依靠吗？

记者 张敏/文 黄洋洋/图

昨日上午 10 时许，在省城桐城

路与青弋江路交口一小区居民楼

内，发生令人扼腕叹息一幕，有居民

意外发现，6号楼一楼院内，有位白发

老人举止反常，时而吼叫，时而来回焦

躁不安地踱步，之后，该老人竟在众目

睽睽下，抓来一把院内种的蔬菜，直接

塞入口中咀嚼，很明显是饿坏了。

居民急忙报警求助，警方及时

赶到，将倒在院内气息微弱的老人

搀扶起来后，检查老人屋内，竟在次

卧的床上发现另外一名老太，却已

经死亡多时。

警方调查发现死者为一名 6 旬

保姆，姓计，并无明显外伤。获救者

为雇主，姓王，已 80 多岁高龄，无法

言语，行动不便。

记者赶到现场时，获救的八

旬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而警方正在对死在床上的老太进

行勘检。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二楼住

户，其称先发现楼下老头口嚼生

菜，之后又倒在院内地上，伴有痛

苦的叫唤声，于是通知了警方。

记者在走访中获悉，在连续

两天时间里，该老头长时间蹲在

院内空旷地上，“不时吼叫，日夜

都叫唤，非常扰民。”但之所以未

及时引起居民留意，是因为该老

人已年逾八旬，双耳失聪，视力萎

缩，口齿不清，而且伴有间隙性老

年痴呆，“一犯病时，连话都说不

出来，即恢复片刻正常，说话也吞

吞吐吐，根本没人听得懂。”

异常：八旬老人口嚼生菜,惊动邻居

这样一个行动和生活都无法

自理的八旬老人，平日里都依靠

好心的保姆全程服侍。

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这

户人家租住在此仅有两年时

间，但周围不少邻居对这位保

姆称赞有加，“很勤快，也很随

和，还在院内种点菜，把雇主

服侍得很好。”

这位保姆姓计，64 岁，肥东

县石塘镇马集乡人，服侍老人已

有十多年时间，居住在老人家中，

睡在靠北边的小卧室。

而有居民反映，已有两日未

见该保姆。

惊愕：六旬保姆死在床上,邻居称已有两日未见

警方检查后发现，屋内门窗

均完好无损，死者身上也没有明

显外伤，疑是发病死亡，死亡时间

已有数日，具体死亡原因还需尸

检后才能知晓。

民警又从家中显眼位置的电

话本上，找到了双方亲属。

不一会，死者的家人哭哭啼

啼赶到。据死者家属称，雇主王

大爷有一个独子，在美国工作，估

计已在赶回途中。

据死者家属介绍，计某1998

年在医院照顾雇主的老伴。“之后

经其儿子的一再挽留，继续照顾他

（王大爷）。”屈指算来，计某在这家

当保姆已有14年时间，寸步不离。

在5月中旬，计某的女儿还

曾上门看望过，回忆说当时老母

身体还算好，除了关节炎犯病外，

也没有其他病史。“当时我还劝

她，等到7月份雇主的孩子回国

后，就将老人送往疗养院，我也把

母亲接回来。”

没料到，此次一别成永别。

原委：保姆悉心服侍14年，获救老人独子在海外

安徽省社会结构研究中心主

任王开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独居老人的骤然离去加上相隔多

日才发现的新闻曾屡见报端，“空

巢老人”这个特殊而脆弱的群体

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老人生活安定有规律，子女

往往会忽略了老人的隐性身体健

康问题，一旦发生意外，很难获知

老人的最新近况。”王开玉说。

“雇主的唯一儿子远在美国，

可能无法顾及，雇来保姆悉心照

料，用意都非常好，保姆的家人虽

有前来看望，但家人有没有真正

地从老人的‘身心赡养’上去关怀

呵护呢？”王开玉解释。

此前，《辽宁省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曾获得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的审议通过，赡养人要履行对老年

人的精神慰藉义务，与老年人不在

一起居住的，应当经常问候、看望。

王开玉呼吁，“常回家看看”

不能沦为口号式宣传或是走过场

的仪式，要时刻提醒现在忙碌的

年轻人，即使工作再忙也不能忘

记亲情，要多回家看看老人，至少

是抽空打个电话，嘘寒问暖。

现状：专家呼吁“常回家看看”

“空巢老人”并非只在退休或

是年老后出现，相反，随着独生子

女长大后异地求学和工作，空巢

家庭也越来越多，年龄段也越来

越呈年轻化趋势，包括了相当一

部分中年父母。

王开玉分析，这种低龄化的空

巢家庭将会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私企老板朱刚（化名）清楚记得

当年送女儿上大学时，女儿一句“我

走了，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让这

个在生意场见惯风雨的中年汉子一

阵心酸，眼泪也不自觉滚下。

唯一的独生女异地求学，家

中每每只有夫妻寂寞无言对视，

思女之苦让这对夫妻感慨颇深。

女儿大学还未毕业，朱刚就向女

儿发了最后“通牒”，要求毕业后

必须回老家择业，目的只是为了

今后能更方便多看几眼女儿。

“这意味着，朱刚夫妻俩从40

多岁起就已经开始过上了“空巢”

生活。父母情感寄托的重点一时

无处安放，从而导致心理一时落

寞。”王开玉“支招”，称要化解这

种空巢危机，需要中年父母不仅

培养孩子行动上的独立意识，还

要培养自己的“精神独立”。

“子女不在身边，父母不要过

分存有顾虑，可以尝试转移自己的

生活重心，将过去的子女抚养重

点，转换到生活、事业和兴趣上，让

自己‘忙起来’。”王开玉说，说到

底，解铃还需系铃人，子女异地的

一个短短的电话胜似“灵丹妙药”，

会让思念的父母兴奋好久。

反思：空巢家庭“年轻化”，要学会“独立”

借鉴：社区推进邻里守望

老人被医护人员送去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