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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 帮助
孩子照顾孙子是一件义不容辞的
事情。 孩子们在大城市打拼， 本
来 就 面 临 着 工 作 压 力 大 ， 竞
争 激 烈 、 房 价 高 等 压 力 ， 当
他们 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后 ， 就
会面临更大压力。 这种情况， 让
很多老人自觉或者被迫跑到异
乡， 奉献自我。

最初， 老人们会沉浸在有了
隔辈人的喜悦中， 但是很快他们
就会发现， 他们在新家庭里， 语
言不通、 生活习惯有差异， 很难
融入。 此外， 大多数老人在当地
没有医保， 生病后， 为了不给子
女添麻烦， 很多人会选择硬扛。
同时， 老人们在心理方面也有诸
多不适， 因为无法融入新生活而
感到的失落和焦虑， 因为没有朋
友、 远离老伴感受到的孤独等。
可以说， “老漂” 一族的出现已
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那怎么
才能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融
入新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曙康社会工作
事务所执行主任孙博文介绍说，
他们曾经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
两年在朝外地区给为子女照顾第
三代的老人们提供过相关服务。

孙博文介绍说， 当时， 他们
开展了三类服务， 第一类就是城
市探索， 组织刚到北京的老人认
识北京， 带他们外出乘坐地铁、
游览城市景观， 让他们更快的熟

悉这个城市， 第二类就是隔代教
育培训。 在很多人印象中， 老人
的思想比较顽固， 其实只是因为
信息不对称。 他们通过开展活动
前后的调查对比发现， 很多老人
的接受能力还是不错。 他们给老
人上课介绍的针对第三代的教育
方式和方法， 只要老人们回家实
践后觉得有效果， 当再次面对同
样问题的时候， 老人们的教育方
式就会有改变。 第三类是情绪疏
解， 因为远离家乡和亲朋好友，
老人们确实会有很多的情绪， 尤
其是跟北京的家庭成员关系不好
的， 压力会更大。 为此， 他们开
展了一系列的减压活动， 帮助老
人们把这些负面情绪抒发出来。

“其实， 从目前来说 ， 这些
老人们的情绪问题是无法从根本
上得到解决的 。” 孙博文坦言 ，
虽然老人们在活动中是开心的，
放松的， 但是回到家， 他们面临
的实际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 现
在， 中年的父母们都很重视亲子
活动。 如果幼儿园通知家长， 要
参加孩子的一个活动， 大家都很
积极参加。 但是如果让他们参与
父母的一个活动 ， 很少有能来
的。 其实， 我们最理想的状态是
由中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一起来参
加活动， 增加他们沟通的渠道。
只有孩子参与其中， 给予老人们
更多关心， 老人们才能在大城市
找到归属感。

“老漂”一族异乡遇难题
□本报记者 陈曦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大城市工作打拼， 形成了北漂、 上漂、 南漂等群体。 而
当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 他们的父母中很多人又选择离乡背井， 来到
孩子生活的城市， 承担起照顾第三代的重任， 成了 “老漂” 一族。 这些老人为何而来？ 他
们面临着哪些难题？ 近日， 记者在北京走进多个家庭， 进行了采访。

【故事】
背景离乡

为孩子的好生活保驾护航

“我休完产假的那天， 我妈
去办理了退休手续， 跟我回了北
京， 开始照顾外孙， 到现在已经
4年了。” 在北京一家文化企业供
职的田欣说。

田欣的老家在山西省长治市
某小县城。 她告诉记者， 当时，
她的妈妈虽然马上到退休年纪，
但因为工作能力强， 单位已经确
定要返聘她。 这样， 除了退休工
资， 妈妈每个月还能再收入3000
元左右。 这对于在小城生活的田
欣父母来说， 已经算是不错的收
入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 田欣生
了孩子。

“我从医院出院后， 就回了
老家坐月子、 休产假， 就是为了
守着我妈， 她照顾我比较方便。
可是 ， 产假就 128天 ， 之后怎
么办呢？” 田欣表示， 他和老公
都不是北京人， 结婚的时候算是
裸婚， 现在工作上刚刚有了点起
色， 也在筹划买房。 “我们在北
京 租 房 的 压 力 已 经 不 小 了 ，
如 果 再找照看孩子的阿姨 ， 估
计最近几年很难存够买房的首
付， 而且让外人带孩子也确实不
放心， 所以非常需要老人帮助我
们带孩子。”

“我们面临的困难， 我妈心
理特别清楚， 所以基本上没有跟
她做太多解释， 我妈就答应跟我
回 北 京 照 顾 宝 宝 。 我 知 道 她
这 么 做 ， 完全就是为了我们 。”
田欣说。

近水楼台
督促小两口抓紧生二胎

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刘泽华是
个 “90后”， 去年4月， 爱人生了
一个 “大胖丫头”。 他和爱人升
级成了 “奶爸”、 “辣妈”， 两人
很是开心， 但专门从老家赶来照
顾 孩 子 的 奶 奶 ， 却 始 终 高 兴
不起来。

“我是山东人， 我们老家重
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 我娘看
我们生的是女娃 ， 有点失望 。”
刘泽华说， “但是我和我爱人都
挺喜欢女孩的。 从我爱人怀孕的
时候， 我们就希望， 她能生一个
女孩。 我们觉得女孩比较懂事、
孝顺， 将来才是我们的贴心人。”

刘泽华透露说： “其实， 我
媳妇快出月子的时候， 我娘就说
过想回老家 ， 不给我们带孩子
了。 可是没几天又改了主意。 开
始游说我们， 等孩子稍微大点，

赶紧要二胎， 生个男孩。”
对刘泽华母亲重男轻女的言

辞 ， 小两口表示有点 “反感 ”。
有时候他们也会反驳， 但也不敢
说的太过分。 因为如果真把老人
气走， 刘泽华老丈人、 丈母娘身
体不好， 带不了孩子， 他们又要
上班， 孩子就真的没人管了。

放弃生意
迁居北京带孙子

“我闺女今年两岁了，我爸妈
除了在我刚生完孩子前三个月的
时候来照顾过我， 大部分时间都
是我公公婆婆在这儿。 ”家住朝阳
区的小艾表示， 虽然她跟公公婆
婆在沟通交流上比较少， 但是两
位老人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
候，直接迁居北京，实属不易。

小艾告诉记者， 在她生产前
半年， 她在安徽老家的妹妹也生
了孩子。 她的父母一方面要照顾
妹妹的孩子， 一方面也不习惯北
京的生活， 所以在她家待了3个
月就回老家， 不愿意再来了。

“我当时想过辞职带孩子，
但是又觉得家里每个月要还房
贷， 今后孩子的花费也不少， 就
非常犹豫。 因为我的工作收入也
还不错。 如果现在辞职， 以后即
便等孩子上了幼儿园， 再找工作
就不太容易了。” 小艾说。

“就在我们纠结的时候， 我
妈打电话来说， 她和我爸决定要
迁居北京， 帮我们带孩子。 我当
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爸妈胆
子真大 。” 小艾的老公吴军说 ，
他的老家在湖南邵阳， 他是家中
独子， 父母在当地开了一个小餐
馆， 生意还不错。 但是考虑到吴
军和小艾要长期在北京发展， 不
可能再回老家了， 所以老两口心
一横， 把小餐馆盘了出去， 老家
的房子也出租了， 直接搬到北京
和他们住。

【困难】
语言不通 沟通困难

“我公公婆婆说话， 好像在
说外星语， 完全听不懂。” 小艾
边摇头边说。 她表示， 公公婆婆
搬到北京和他们一起住之前， 她
设想过很多他们有可能遇到的问
题， 但是没想到她和老两口竟然
在语言沟通上有问题。

“他们说的是当地的方言，
不会说普通话， 很难听懂。 一开
始， 他们刚来的时候， 我们都想
表现得热情一点， 但是似乎都不
能理解对方意思， 后来交流就越
来越少了。 现在是， 周末， 我老
公在的时候还好 ， 能帮我们翻

译。 但是他不在， 我们就完全没
法用语言交流。 我觉得他们面对
我的时候也挺郁闷的。” 小艾说。

生活差异 难以融入

“我最受不了他们天天早晨
吃的那些甜的东西。” 刘泽华的
妈妈抱怨说。 儿子和儿媳每天早
晨吃的是面包、 蛋糕、 牛奶之类
的， 她实在是 “吃不惯”。 “我
们山东人最喜欢的就是大饼、 大
葱， 我儿子以前也喜欢吃， 可是
现在不吃了 ， 说上班嘴里有味
儿， 同事该说了。”

“他们俩喜欢看电影， 我就
说你们在家看看电视就挺好， 上
百个台呢。 可是他们不， 说多了
就嫌我烦。 有时候， 他们说演外
国大片， 想带我一起去看， 我才
不去呢 ， 一张电影票好几十块
钱， 那就是在浪费钱。 而且出门
就得坐车吧， 尤其是坐地铁， 换
乘的时候 ， 跟走迷宫似的 ， 头
晕。” 刘泽华妈妈说。

刘泽华妈妈笑着表示， 这么
多年没跟儿子一起生活， 感觉儿
子像变了个人。 虽然她现在跟孩
子生活有诸多不适， 但是她 “不
后悔 ”。 “就是为了帮帮他们 ，
赶紧再生个儿子。”

教育理念 矛盾重重

来自东北的黄阿姨今年 59
岁， 3年前来到北京帮儿子带孩
子。 因为儿媳也是东北人， 所以
在 生 活 上 她 并 没 有 感 到 什 么
不 适 应的地方 ， 反而是在对孩
子的教育理念上， 经常跟儿子儿
媳有矛盾。

“儿子和儿媳都不让孩子看
电视， 说对孩子眼睛不好， 可是
他们自己不还是整天抱着手机
玩。 再说了， 我就是让孩子吃饭
的时候看会， 就为了他能好好坐
着， 多吃点饭， 长得壮点， 除了
看电视， 他们还不让孩子吃糖，
可糖是孩子幼儿园的小朋友给
的， 大家都吃了， 我也不好拒绝
啊。” 黄阿姨委屈地说。

黄阿姨表示， 儿子小时候也
总看动画片、 吃糖， 眼睛和牙齿
都挺好。 “就为这些事， 我们都
吵吵好几次了， 再吵吵我就走。”

没有医保 生病硬扛

“北京什么都好， 就是看病
太贵。” 说起自己在北京遇到的
难题， 在丰台区女儿家带外孙的
王小芬阿姨由衷地感叹道。

“现在， 我们附近的三甲医
院， 普通门诊挂号50块钱， 专家

100块钱。 就连社区卫生服务站
挂号都20块钱了 。” 张阿姨说 ，
去年夏天， 有段时间， 她的肠胃
总不舒服， 她自己去小区门口的
药店买了两种药吃， 都不管事，
后来女儿硬是带她到了医院。 挂
号再加上各种检查花了1000多块
钱， 买药又花了几百块钱， 把她
心疼的够呛。 从那之后， 她轻易
不敢跟闺女说哪里不舒服了。

“我在北京没医保， 看病太
花钱。 我现在， 有病尽量攒着，
回老家的时候再看。” 王小芬阿
姨笑着说。

孤独落寞 心里难过

采访中， 记者发现， 除了生
活上面临的难题， “老漂” 一族
在心理上面临的问题也不少。

吴军就表示， 他原来设想的
是， 他和小艾平时工作忙， 让父
母带孩子。 周末的时候， 他们尽
量不安排加班， 就是为了让父母
喘口气 ， 参与参与社区活动 。

“可没想到因为语言不通， 父母
现 在 很 难 跟 人 交 流 。 别 说 在
外 面 了 ， 他们现在在家里都很
少说话。”

很多到大城市为子女照看孩
子的老人， 大多是独自前来。 田
欣妈妈张阿姨就表示， 老伴还有
老母亲在老家， 因为身体不好，
常年离不开人照顾， 所以老伴留
在老家照顾老人， 她到北京照顾
小人。 “过年回老家， 朋友们还
开玩笑说我们是 ‘老牛郎’ ‘老
织女’， 听起来浪漫， 可是这滋
味谁尝谁知道。 孩子们再亲， 有
些话也不能跟他们说。”

除了远离朋友和爱人的孤
独， 更让张阿姨心里过不去的还
有一件事。 “田欣的婆婆比我年
轻好几岁， 身体也好， 可她喜欢
唱歌跳舞， 说什么都不帮他们带
孩子， 说会影响自己的生活。 我
就不明白了， 孩子们正是需要你
帮忙的时候 ， 你只顾自己的快
活 。 那等你唱不动了 ， 跳不动
了， 你还要求孩子们来养老么？”

【建议】

子女参与 帮助老人释放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