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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看

出门要走楼梯、担心外面找不到厕所、路上没有
歇脚的地方、公交车门太高上车难、扫码消费弄不明
白、去看病要网上挂号……年轻人很难想象，就是这
些细小的琐事让很多老人心生畏惧，不敢出门、不愿
出门，渐渐远离了社会活动，变得孤独、无助，身心健
康受到损害。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如
何解决老人的这些担心，让年迈体弱、思维动作都变
得缓慢的老年人依然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享
受社会服务，更自信地度过晚年生活？答案是：建设
老年宜居环境。

在硬件设施上，老年宜居环境包括室内和室外，
即从家庭居住环境、社区环境、社会环境的方方面
面，为老人提供一个安全、不依赖他人就能正常生活
的环境。说起来一句话，但做起来却需事无巨细，比
如，居家适老改造，可以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自行如厕、沐浴；建筑物中恰当的扶手设
计可以让老人行走更安全；电梯覆盖让老人不再爬
楼梯，觉得累了就能找到歇脚的地方；到银行、菜市
场、超市、饭店、医院等公共场所，可以自己处理事务
而不觉得困难……宜居环境的硬件建设，要让人即
使走得慢了、反应慢了，也还能维持平时的生活习

惯，买菜、遛弯、锻炼、见朋友……想出门就能出门，
不被不够完善的设施所束缚。

相对而言，软环境则是更高的要求，即尊老、爱
老、敬老的社会环境。它看上去是无形的，却是建设
老年宜居环境的内核。比如，老人出门后，很多事情
可能无法独立完成，去请人帮忙时是否会遭白眼？
年轻人会不会觉得老人就该在家待着，不该出来给
社会添麻烦？老年人动作比较慢，在超市、银行等公
共场所，我们能不能充分理解、体谅、主动帮忙？只
有包容性高、能充分体谅老年人难处的社会环境，才
能让老人感到自尊、体面，愿意出门。同时，有了内
核，硬件设施的建设也有了内在动力。

每个人都会老去，打造老年宜居的硬环境、软环
境，是为了让每个人在晚年都能独立生活，自己的人
生自己做主。这在老龄化日趋加剧的今天，有着独
特的重要作用。

政府部门要规范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标准，在
新建小区、社区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时，应充分
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公司、机构等社会组织要主
动作为，积极发现老年人的“不便利”，及时调整，比
如银行的ATM机，是不是能够选择更大的字号？输
入信息时，停留时间是不是能更长些？

我们纺织苑西社区的物业管理办公室搬家
了，从 10号高层楼内搬到社区东门的两间修葺一
新的平房里。前不久我去缴纳物业费，到了新迁
物业办公室的门口发了愁，门前有五层高高的台
阶，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这个
患有双膝退行性病变、骨性关节炎、骨质增生的
耄耋老人来说却发了愁，门前有了一道不好逾越
的门槛。我一直等到了一位年轻人前来缴费才
不得不请求年轻人把我扶了上去。我心想：纺织
苑社区原来是太原纺织印染厂职工宿舍，居住在
这里的绝大部分是 1958年进厂的职工，如今都是
80岁左右的老人了，其中还有不少空巢老人，子
女不在身边，情况都和我差不多。等到下次缴费
买电时我一定叫上老伴，她的腿脚情况比我略好
一些。

过了不久，我外出散步时，路过新迁物业管
理办公室，欣喜地发现在办公室门前台阶上居然
安装了两个锃明瓦亮的不锈钢扶手，还在门外配
置了三把橙色的新塑料座椅。我喜出望外，特意
扶着扶手登上台阶，坐在新椅子上休息。心想：细
微之处见敬老之情，呈现的是责任担当，是关心老
百姓的情怀。这时恰好物业管理收费员出来，见
了我打招呼。我忙说：“你们为社区居民做了一件
好事！”收费员笑着说：“这是想到腿脚不灵便的老
年人上台阶的困难，也算是人性化服务吧！”我忙
回应：“可不是吗？你们想到我们的心坎里了。”我
抬头望见门口上方的一块招牌：“新森物业纺织苑
B区客户服务中心”，我在“服务”二字后面，看到了
实实在在的内容。

回到家后，我兴奋地把所见所闻告诉了老伴
并说：“今后我可以一个人去缴费买电，不用你陪
我了。”这看起来也许是一件极其普通的小事，但
对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使
我们着实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帮助。安装扶手、
配置座椅犹如春风扑面，让我们老年人倍感暖
心。我不禁提笔写道：“服务二字见真情，扶手座
椅暖人心。敬老爱老有行动，细微之处见精神！”我这个耄耋老人，近几年来大疾未现，小病不

断。耳力不济听觉钝，缓不治疾近视眼。这些我皆
勉强支撑，不屑一顾。使我疼痛难忍的是，左脚小拇
指迈步烧灼感袭来愈演愈烈，影响正常生活。

得病乱求医，先在距家较近的，无论中医西医，
公立私营医药院所，寻医问药。但他们谁也说不清
道不明，此病何治，疑惑连连。

不气馁再前行，穷追不舍，由近及远，找到一家
医院。导医很热情领我去外科诊治。数字化摄影临
床诊断，结论是：“骨质结构完整，影像扫描，左足骨
质未见异常。”大夫看了看检查结果，看我治病心切，
想了想说，需要住院手术，时间大约半个月，并由家
人陪伴。

心想，虽疾归微，非属大患，动辄住院，能否痊
愈，模棱两可。暂缓定夺，放放再说。骤然想起民间
俗语，购物要货比三家，治病我要多家比较。于是再
去另一医院求治。大夫检查说是皮肤病，随即开方
购药，外擦涂抹，数日过去，毫无进展，灼感依旧。

心急火燎不停歇，再去另一医院，挂号皮肤科，
大夫检查说并无症状，转入内科，大夫建议试试烤
电，多日过去，不见好转。大夫怀疑我患有糖尿病，
血糖化验，一切正常，病种解除。

在进退两难时，有朋友说，血管流通蔽塞不畅，建
议泡泡脚，疏通血管。有人推荐，换穿大号鞋子，减少
摩擦，缓解症状。我皆一一照办采纳，均无济于事。

本来我看到女儿女婿工作繁忙、家务劳心，不便
打扰。但女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决然为我解除痛
苦，陪我去山医大二院，就诊于外科。入室见一位女
大夫，她镇定自若，胸有成竹，检查问诊说要做小手
术，言毕即打麻药，眨眼功夫，取出红白相间赤豆大
小之异物，敷药包扎，干脆利索，仅有几分钟，医治搞
定。返家后女儿按时上药，几天后疼痛减轻，直至向
好，逐渐获得痊愈。

女医师名叫苏翠萍。我很感谢她，向她点赞致
敬：“医德仁心美，能耐时速神。着手成春妙，祛顽出
奇迹。”

蒋老师是我的邻居，一天，在过道里碰见，她
高兴地告诉我，她的母亲又结婚了。蒋老师的父
亲两年前去世，母亲一直和她住。虽然她很关心
母亲的生活起居，也经常陪母亲聊天，但母亲始
终提不起神来，做什么都没太大兴趣，好像换了
一个人。老人家每月有固定养老金，不缺钱。蒋
老师问过母亲哪儿不舒服，想做点什么，母亲也
说不上来，只是说，以前老头活着的时候，虽然日
子也这么过，平平淡淡的，但有个人在身边，心里
就是踏实。一句话提醒了蒋老师，原来母亲缺个
老伴儿。要让她幸福地养老，就得找一个伴儿，
两人一起“互助养老”。找到了母亲的病根，问题
也迎刃而解。

还有一位丧偶的徐女士，她的情况和蒋老师
的母亲有点不同。她老伴去世时她才 50岁。等
到了退休，她才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生活质量自然大打折扣。于是，她萌生了再婚的
念头。和我说起这事时，徐女士还有点不好意
思，怕人家认为她是贪钱才想再婚。她说，其实
就是为了养老才想再婚，即使对方也没什么钱，
至少两个人分担总比一个人负担轻些。

不论再婚老人出于何种目的，再婚不再是单
纯的解除孤独的方式，而逐渐成为养老的一种方
式。

有关专家认为，如今，老年人再婚的养老意
义已经大于婚姻意义。伴侣和家庭对于老年人
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老年人再婚从情感
需求向养老需求转化，分析其原因，一是因为老
年人退休后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的关
系丧失了，不少人一时难以适应，希望通过找伴
侣来满足他们的依赖感；二是一些身体不好、经
济条件差的老年人则希望通过再婚改变生存现
状，实现养老需求；三是现在的家庭规模不断缩
小，儿女多数独自生活，老年人不再把养老的希
望寄托在后代身上。

老年人再婚成为一种特殊的、阶段性的养老
方式，如果单纯从婚姻的角度看待，往往不能理
解。其实，养老婚姻不是没有爱，而是爱在互养
中，爱在互相供给、互相照料、互相慰藉中。

刚进办公室门，就听到张姐在唠叨：“你说现
在这邻居为啥这么生分呢？一个单元住着，见了
面连个招呼都不打，昨天晚上，我在外面晾的衣
服忘记收了，也没人提醒一下，结果下雨又淋湿
了，还得重洗，唉！”快人快语的小张说，好邻居是
帮出来的，大家互相帮助才好嘛！我偷偷乐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姐不喜欢帮助别人，可想而
知，邻居也不敢贸然帮助她。

确实如此，好邻居是帮出来的。我刚搬到新
小区时，和邻居们都不认识，但是觉得没必要拒
人千里之外，打算从自己做起，营造一个良好的
邻里氛围，于是遇到邻居便主动露出笑脸，或者
点头示意，慢慢就熟悉了，开始聊天，家长里短，
天南地北，都聊。

一次，住二楼的老人用三轮车拉回来一袋 50
斤装大米，想搬到楼上去，试了两次都没成。我
透过窗户看到了，赶紧出来说：“我来吧，您岁数
这么大了，哪能这么使劲。”老人说：“那就谢谢
了，单位给我们退休职工的福利，谁知这次给这
么大袋米啊。”我说：“没事儿，有力气活儿就叫

我。”
后来见了面，老人可热情了。看到我在园子

里劳动，老人就教我哪样菜要注意什么，怎么施
肥又环保又有效，什么时间浇水最合适，葡萄开
花时不能浇水等，我还真长了不少知识。

一天晚上，五楼的一哥们儿敲门，说我的汽
车天窗没关上。我赶紧去看，还真是忘了关，幸
亏他提醒了一下，否则被雨灌了可就麻烦了，这
阵子雨水正多呢，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一阵儿。

我知道，这哥们儿是懂得感恩的。一个月
前，他找到我说：“听说嫂子是心理医生，我上初
中的儿子有点厌学，能帮忙疏导吗？”我妻子利用
在家的时间给那孩子做了 5次心理咨询，效果很
明显，那哥们儿很满意，要给钱，被我们婉拒了。
他说：“我打听过，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服务是一小
时 200元，不给嫂子些费用过意不去啊，要不请
嫂子吃饭吧。”我说：“看看远期效果，等孩子学习
成绩提高了，考上了重点高中，咱们一起庆祝。”

我体会到了好邻居是帮出来的道理，感觉人
帮人越帮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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