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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日，在“三八”国际妇女
节来临之时，市老年人文化体育
协会在蒙拓培训中心举行了“巾
帼心向党、老骥谱华章”庆“三八”
国际妇女节文艺演出，来自我市
老年人艺术团和老年人文体协会
的10余支队伍进行了歌舞、戏曲、
武术健身等展演，形式多样、精彩
纷呈的节目展示了我市老年人积
极乐观、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精
神风貌。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
国民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的
比重也不断上升，老年人的生活
方式也越来越多姿多彩。他们有
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可以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下象棋、唱歌、练习
书法、跳广场舞等等都是老年人
的首选。为此，我市坚持从广大
老年群体的需求出发，充分整合
各类文化场馆、搭建文化养老共
享平台，把全民健身活动逐渐推
向深入。各类文体健身团队活跃
在城市和农村，积极参与到乡村
振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各
类文体活动中，充分展现了新时

代老年人的风采。
伴随着我市老年人娱乐健身设施的完善，

几乎每个公园里都有专门为老年人设置的健
身器材。在清晨的龙山公园里，老年人散步、
跳舞、打太极，做着各种花式运动，他们成为城
市的早醒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向往着健康
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我市社区服务工作也
越来越精细快捷，不仅居民们感到满意，社区
老年人的生活也随着社区的发展变得更加丰
富，不再是以前的枯燥乏味，只能在家看看电
视，而是能够和更多的人聊天玩耍，心情愉悦
的老人们对社区服务赞不绝口。在采访中，记
者看到不少社区配备了老年人活动中心，乒乓
球室、图书室、舞蹈室等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
老年人一边聊天，一边展现着各自的才艺，整
个社区都弥漫着一种欢乐祥和的氛围。

谁说老年人的生活就一定要平平淡淡？
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自己，让晚年生活丰富多
彩，避免陷入孤独、抑郁等负面情绪当中，继续
延续幸福的声音，这才是老年人应该有的健康
快乐的生活态度。

你老了之后，准备怎么
过？这个问题，也不知不觉
地成为很多人都会思考的问
题。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的日
益增多，传统的家庭养老已
经不能满足社会养老的需
求，养老模式也有了重大的
变化。在新潮观念的影响
下，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开始
选择新型养老方式，比如最
近频频上热搜的旅居养老、
闺蜜组团养老等等。现在，
就来盘点一下当下已经流行
开来的一些养老模式。

市面上有许多养老院，
但有一部分养老院缺乏规
范化管理，导致养老院存在
秩序乱、环境差等情况，而
这些养老院已经逐渐被社
会所淘汰。近年来，随着康
养这一概念的出现、国家政
策的大力扶持，康养小镇、

康养中心等新型养老方式
也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被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近
些年来，旅居养老已经成为
一种趋势。简单来说，就是
根据季节的变化，选择去不
同的城市生活养老，住上一
个月、两个月，甚至数月，一
边旅游一边养老，孩子们有
空也会选择和老人一起去，
既达到了开阔视野、放松身
心的目的，也达到了健康养
老的目的。特别是在北方，
不少老年人愿意在自己喜
欢的几个城市购买房子，像
候鸟一般迁徙。或许冬天
还在三亚的海边，过几个月
就回到了老家的农村。这
样的养老方式不仅可以减
少儿女们的压力，也让老年
生活有更多不同的体验，拥
有丰富多彩的生活。

除此之外，抱团养老也
是一种新型养老模式。现在
不管是电视上还是各种社交
平台上，有不少老闺蜜、老朋
友选择退休后一起生活。这
种自发式的、自动抱团的养
老生活，首先人和人之间没
有陌生感，互相了解，不用怎
么磨合，一起去做一些年轻
时没有尝试的生活，会大大
提高生活幸福感。老了，能
跟有共同记忆的老朋友一起
消磨时间，不做任何事情，本
身就很快乐、很有意义。

时代的快速发展让老年
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
式生活，社会也越来越关注
老年人的退休生活以及身体
健康，养老机制也在逐步健
全，多元化的养老体系也越
来越完善，让更多老年人过
上了幸福健康的老年生活。

探索多彩养老 守护最美“夕阳红”

洗、剪、吹……“大娘，您
看这样的发型满意吗？其实
呀，老年人更要做好头发养
护……”为更好地服务居民、
发扬爱老敬老精神、切实为
辖区老年人服务，3月 3日，
在“学雷锋纪念日”即将来临
之际，长寿社区的党员和志
愿者为辖区老年人开展免费
理发和打扫卫生活动，送上
浓浓的关爱。

在社区老人们的家中，
志愿者耐心地为他们服务，
向老人们介绍一些日常护发
常识。经过一番修剪，换了
发型的老人十分开心。银河

花园小区87岁的老人姜淑珍
由于行动不便，外出理发成
了难题。得知这一情况后，
志愿者们立即上门为姜淑珍
理发，并承包了以后为她理
发的志愿服务。看着自己变
得清爽的发型，姜淑珍高兴
地说：“人老了就怕孤单，谢
谢这些孩子来帮我。一把年
纪了，我很感动。”在老人们
家中，志愿者还帮他们打扫
卫生，对厨房燃气灶具、电器
电线、插座电灯等易存在消
防隐患的地方进行了详细检
查，叮嘱老人要时刻把安全
放在第一位。忙忙碌碌的队

员给社区带来了与平时不一
样的气氛，老人们的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看到这
些爷爷奶奶，就想到了我自
己的家人，其实他们需要的
就是陪伴。”一位志愿者在活
动结束后有感而发。

据长寿社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活动当天，共为社区30
余位老人开展了志愿服务，
真正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
到实处。大力弘扬雷锋精
神，让老年人真切感受到来
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营造

“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
会氛围。

志愿服务情暖人心

老人不安则家庭不安，
家庭不安则社会不安。老年
人因防范意识薄弱、法律知
识不足，已经成为犯罪分子
诈骗目标的重灾区。他们由
于信息获取渠道单一、对信
息的分辨能力不够，面对各
类量身打造的骗局，往往更
容易落入圈套，痛失辛苦了
一辈子的养老钱。

“我爸最近买了好多保
健品，牌子我见都没见过。
老人承认说花了好多钱，我
怕被骗就带着老爷子去找，
结果人去楼空，电话也不接
了……”李先生无奈地说。
保健品诈骗往往瞄准老年人
渴望健康的心理，前期通过
各种手段了解老人的需求和
身体健康状况，通过陪伴聊
天解闷等方式取得老年人的
信任后，开始推荐产品，打着
祛病强身、偏方有奇效等幌
子夸大保健品的功效，诱惑

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
保健品。有些骗子甚至打着
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
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
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
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
人，从而实施诈骗。

除此之外，最近一些媒
体曝出的“黄昏恋”骗局，也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这种
骗局主要针对独身老人，通
过网络发展成为网恋后，编
造各种理由索要钱财，随后
拉黑对方，完成诈骗。空巢
老人由于情感孤独、防范意
识弱，极易成为网络诈骗的
对象。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老
年人情感缺失的弱点，以婚
恋交友为名，达到骗取钱财
的目的。还有一种养老金诈
骗，诈骗分子假借认识人社
局、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名义，
收取未参保人员“养老金”，
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

代办服务，一次性补缴社会
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退
休金。

许多案例中，诈骗分子
通常会让老年人向家人隐
瞒情况。家人如若发现老
年人被骗，应立刻耐心劝
导、及时止损，并立即报
警。面对保健养生类诈骗，
不要相信有包治百病的神
丹妙药，如果患有疾病，要
主动到医院就医，保健品不
能治愈疾病。相反，伪劣的
保健品会加重患者的病情，
贻误治疗良机。平时老年
人也应多关注一些与自己
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以及
社会新闻，提高自身防骗能
力。同时，保持乐观积极的
心态，科学养生，提高法治
意识。子女更要多与家中
的老年人交流、沟通，了解
他们最近的生活状况，为老
人上一把“防诈锁”。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步履
蹒跚、行动困难，他们出门一
把锁、进门一盏灯；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想念自己的子女却
远隔千里，他们向往沟通却找
不到诉说的对象。他们孤独
寂寞，却只能独自坐在家中，
无奈地看着日升日落、云卷云
舒，他们就是——空巢老人。

随着中青年一代的工作
和生活节奏加快，陪伴父母的
时间越来越少，了解父母似乎
更成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事。65岁老人王永辉接受采
访时表示：“父母永远忘不了
孩子们的生日，永远记得孩子
们最爱吃的零食，永远把最好
的留给孩子们……可孩子们
有几个能记得自己爸妈的生
日和爱好？孩子们都忙，忙事

业、忙家庭，我们也只能尽量
减少给孩子带来麻烦。但是
哪有父母老的时候不希望儿
女陪在身边的？”身为小辈的
祝雅楠谈及此事时反思，自己
确实陪父母时间太少，对他们
的关注也不够。自己平时经
常加班到晚上八点，老人家睡
得早，等回家洗漱完，父母都
已经睡了，所以平时的交流也
不多。祝雅楠表示，自己以后
会多多关注父母的喜好和心
事，多与他们交流。其实，父
母是最容易“满足”的。帮着
父母收拾屋子、洗刷碗筷，细
心给他们讲解电器功能和使
用方法，聊天时不做“低头族”
魂不守舍……这些细节就足
以让父母宽慰良多。而年轻
人陪父母唠唠嗑、与爸妈多吃

几顿饭，听听长辈的甜蜜与忧
伤、聊聊自己的欢喜与惆怅，
愁肠百结也能就此化开。家，
也才能真正成为每个人出发
与归宿的支点，而父母在，家
才在。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
养而亲不待。世界上最不能
等待的事就是陪伴父母。岁
月催人老，时间流逝，只留下
那岁月的痕迹刻在他们的脸
上。别等到看着父母日益苍
老的脸、日益佝偻的背、日益
霜白的鬓发、日益蹒跚笨拙
的脚步时，才开始悔恨没有
好好地陪伴他们。“有一种温
度叫记得，有一种浪漫叫陪
伴，有一种责任叫尽孝。”从
现在开始，让我们陪伴父母
慢慢变老，享受家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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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养老诈骗” 维护老年人权益

多陪伴父母 别等“来日方长”

崇德向善 敬老先行
近年来近年来，，我国老年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我国老年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敬老爱老敬老爱老，，传递社会正能量传递社会正能量，，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老年人都能老有所让老年人都能老有所

养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安，，已为全社会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已为全社会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人是社会和家庭的宝贵财富老人是社会和家庭的宝贵财富。。尊老敬老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爱老助老，，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传统美德中蕴含的永不褪色的价值更是传统美德中蕴含的永不褪色的价值。。从一座城市的榜样频出从一座城市的榜样频出，，到一个社会的崇德尚善到一个社会的崇德尚善，，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应是社会各界普遍自觉践行的道德实践应是社会各界普遍自觉践行的道德实践。。因此因此，，全社会要加强老年医疗保障能力建设全社会要加强老年医疗保障能力建设，，解决好失能老人养老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失能老人养老等突出问题，，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把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好把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好；；要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要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打击整治养老诈骗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行为行为，，把老年人的权益维护好把老年人的权益维护好；；要以要以““为老为老””志愿服务为引领志愿服务为引领，，继承和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继承和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将尊老敬老传承好将尊老敬老传承好，，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幸福地度过晚年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幸福地度过晚年。。

社会发展需要道德力量推动社会发展需要道德力量推动，，时代前进需要文明风尚引领时代前进需要文明风尚引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体公民共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体公民共同努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培育和弘扬敬老孝老文化大力培育和弘扬敬老孝老文化，，争做敬老孝老的文明使者争做敬老孝老的文明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