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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下的儿女放不下的儿女，，回不去的故乡回不去的故乡

为爱迁徙的为爱迁徙的““老漂族老漂族””
你在江门还好吗你在江门还好吗？？

这是个追梦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城市安了家、生了子，也带来了他们的老一辈。此前，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人，其中专门为照顾晚

辈的比例高达43%。

“老江漂”，是指为帮助子女照顾第三代而背井离乡来到江门的老年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夫妻二

人结伴同行，有的是单枪匹马。

他们默默无闻，却把家的感觉从老家带到了江门。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新江门人才能把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高质量发展的建设中来，对这个城市有了归属感，直到江门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老漂族”，

是建设江门的有功之臣，也是这个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身处异乡，“老江漂”们面临怎样的难处，又在江门这座城市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如何让他们“此

心安处是吾乡”？连来日，记者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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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69岁的陈丽芬（化名）
开始了“江漂”的一天，送外孙去上学，
顺便吃个早点。接着，去附近的超市
采购女儿女婿想吃的菜，做家务。到
了中午，随便吃点，午休过后，去接外
孙放学，然后做晚饭。学校—超市—
家，“三点一线”的生活成了陈丽芬的
所有，活动范围甚至比老家的小县城
还小。

当初，陈丽芬是不愿意一个人来江
门的，可是老伴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河
南老家，她只能硬着头皮孤军奋战。

因为觉得自己乡音重，又不太能
听得懂广东话，陈丽芬就喜欢待在家
里。她很是羡慕邻居家的老夫妻一起

带娃，她说：“至少能彼此说说话，带孩
子出去玩也能有个照应。”

然而，这种孤独感，陈丽芬却无法
和女儿诉说。女儿在医院工作，女婿
在银行工作，两个年轻人下班回到家，
常常是晚上七八点。

等一家人都吃完晚饭，陈丽芬一
整天的“工作”才算结束。第二天，又
是送外孙上学、出门买菜、做饭……她
的生活似乎一直在“画着一个圈”。

“真的挺累的，是那种被困住的
累，没有一点自由。”陈丽芬说，这里出
门就要打车或坐公交车，哪像小县城
那么方便。

除了寂寞外，陈丽芬最怕的还是

生病。“小病小痛就
忍忍，孩子工作忙，
告诉他们只会让他们
担心，影响工作。”陈
丽芬说，而且，异地就
医还很难实现即时结算
费用，不是有的药物没法
报销，就是手续复杂让人望
而却步。

有“三高”的陈丽芬，每次从河南
老家回来，都会带回一大堆在当地开
的常用药。“在江门能吃上几个月，能
省一点是一点。”她说。

每天晚上临睡前，陈丽芬都会鼓
励自己：“等外孙上初中，就解放了。”

一个人的“画圈”生活故事2

老两口的“新分居时代”故事1

回老家去！马上要过70岁生日
的张晓平（化名），心里的这个念头越
发强烈。

从贵阳来江门，已有10年，他还是
没能适应这儿的饮食和气候。“菜的口
味太清淡了，夏天太热，吹空调又吹得
骨头疼。”张晓平说，不像他们老家，凉
飕飕的。

2013年，孙子出生。为了能天天
见到自己的孙子，当年，张晓平就“举
家”南下，过起了“江漂”的生活。只是
他没想到，这一“漂”就是10年。原本
想着大孙子上初中就好了，可现在媳
妇又怀了二孩，老两口的“江漂”生活
再度被拉长。

老家的人都羡慕他：200平方米的

大平层住着，儿子孙辈就在身边，多
好。每每听到这里，张晓平总是笑而
不语。有句话，他始终没有说出口：

“江门再好，还是没老家自在。”
在老家，张晓平是一家之主，到了

儿子家，一切都变了。他曾经坚持的
那一套，在一天天的日常生活中，面临
着现实的挑战。

大到育儿观念，小到生活习惯，张
晓平和儿子儿媳之间，总是会有各种
各样的小摩擦。比如，儿子儿媳要孙
子减肥，只让孩子吃素菜，可他心疼孙
子，总是忍不住要往孙子碗里放肉。
每次儿子儿媳一开口，他都会气呼呼
地说一句：“我要回去了。”

对于父母亲背井离乡的付出，儿

子小张内心充满了感激，可是老父亲
三番四次这样，他也感到疲倦。

“回老家也只是他自认为的自在，一
旦独居，三餐凑合，生活质量会急剧下
降。”小张说，而且老家的医疗水平远不
如这里，到时生病了，连个照顾的人都没
有。

其实，张晓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习惯了江门的生活。每天送完孙子上
学后，他就在小区散散步，和牌友们打
打牌，生活还是挺惬意的。

他心里也很清楚：“我们这代人大
部分都是为了下一代辛苦的，我就一
个儿子，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以
后肯定是留在这里养老的。”

老人跟着儿女走，帮忙哺育孙辈，这并非他们的角
色义务，而是根源于他们对子女厚重的关爱与深沉的情
感。

23%，这是越秀星汇名庭对小区“老漂”的统计数
字。他们当中，有人在老家和子女间徘徊，也有人选择

主动拥抱，融入一个崭新的文化和生活里去。
年过七旬的肖大叔和老伴朱阿姨，
来江门已有12年。帮女儿带娃，老

两口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当
时也没想太多，反正只要我们
两人在一起，哪儿都是家。”
朱阿姨如是说。

从湖南老家来到人生
地不熟的江门，老两口一
开始都不太适应。因为担
心老伴寂寞，肖大叔到江
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老
伴找了个舞蹈队，让她第二
天就可以去跳舞。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两
口也逐渐融入这里的生活。除

了带娃外，他们也给生活找到了
新的支点。
爱跳舞的朱阿姨在小区组建了一支

舞蹈队。这支28人的队伍，有九成是“老漂”，
有来自湖南的、江西的、湖北的、陕西的、江苏的、河南的
……大家操着南腔北调，可对生活都有着相同的期盼，
就是希望孩子能越过越好。

闲不下来的肖大叔也主动学习新东西，自学弹钢
琴、剪视频，“要让生活充实起来”。

天气好的时候，老两口还会组织舞蹈队队员们外出
赏花观景。在江门的美景中，这些老人们逐渐敞开了心
扉。那些没法对儿女诉说的忧愁，那些困在他乡的委
屈，在鸟语花香、友朋相伴中得到了疏解。

“江门的环境好，一年四季景色宜人，文明程度也
高，车辆会主动让行，是个宜居城市，我们都快成半个

‘江门人’了。”朱阿姨笑着说道。
据悉，为帮助“老漂”融入社区生活，不少社区也在

行动。汇景湾华庭曾在端午节举办包粽子比赛，用饮食
文化消除陌生感，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来自各地的叔叔
阿姨们手艺都不错，这样聚聚，就能快点儿熟络起来。”
该小区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越秀星汇名庭曾举办“一日游”活动，约“老漂”们参
与其中，互交朋友，让他们找到“家”的感觉。该小区物
业经理尹智剑表示，未来，小区还将梳理建立健全“老
漂族”台账，为“老漂”们开展身体健康检查、健康安
全知识讲座、上门慰问等活动。此外，还将成立乒
乓球俱乐部、象棋俱乐部等社团组织，开通“老漂
族”服务热线，为“老漂”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
务。

“往前一步是漂泊，退后一步是空巢。”这是横亘在不少
“老漂族”面前的两难选择。

远离家乡，脱离了自己原有的朋友圈，饮食和气候上的
不习惯，城市现代化生活的融入，人际关系网络的重建，育儿
观念的磨合，就医的困难，公共服务的缺失……这些，都对
老漂族的生活提出挑战，如何让“老江漂”漂得更安稳些，踏
实些？这是社会不应忽视的问题，也是个体与社群需要努
力的方向。

声音声音11 构建“老漂族”社区支持网络
“随着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我市‘老漂族’呈现

增长趋势。”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智慧养老与服
务管理专业讲师彭颖说，根据调查，“老漂族”的主要
年龄集中在55—70岁之间，大多属于活力老人，具
备一定的自理能力。

彭颖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积极构建
“老漂族”社区支持网络，鼓励社工机构开展“数字
鸿沟”“城市适应”等多样化专项服务项目，拓展

“老漂族”互助平台等服务机制，引导“老漂族”树
立积极心态，走出家门体验生活；二、建议政府部
门完善专门的信息化管理库，进行常态化养老需
求收集与评估，以更高效管理和服务“老漂族”，同
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老漂族”真切享受到
相关优惠政策；三、相关养老服务应当“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引入多元参与机制，政府在完善
托底服务之外，可以把更高层次的养老服务供给
市场，让更多的“老漂族”在“一碗汤”的距离里享
受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老漂族’群体的日益庞大，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市
婴幼儿托育体系仍不够完善的根本问题。”彭颖认
为，应当加快推进普惠型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的建
设，从根本上解决二孩、三孩家庭的婴幼儿照护困
境。

声音声音22 关爱“老漂族”需形成合力
在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副院长黄波

看来，如何让“老漂族”找到家的感觉，获得一个幸福
的晚年，这看似只是单个家庭的问题，其实是需要全社
会共同去重视、去参与、去行动的大事。

“‘老漂族’是劳动力转移的‘伴生现象’，看似仅仅为
个体的家庭作贡献，但是对迁移进的城市帮助巨大。”黄波

说，要让“老漂族”心有所依，当务之急是制定合适的社会服
务方案。子女要心存感恩之心，多关注老人的精神需求，让老

人更有价值感，有一个更好的自我认知；社区可以牵线搭桥，建
立“漂流老乡群”，组织同乡联谊会，针对不同类型的“老漂族”群

体提供更加细致精细的社会支持网络，缓解老人的精神孤寂；政
府要做好托底，有关部门应给予充分重视，采取切实的行动，将“老

漂族”纳入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将地区社保普惠到流动老人群体上，
尽快打破地区之间的壁垒，实现异地医保等在全国的“联网、联通、联

动、联保”。
对此，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学科带头人张

怀磊也表示认同。“‘老漂’已是普遍的现象，政府应加快推进养老、医疗保
险全国联网建设，简化异地办事手续，解决‘老漂族’在他乡养老难、看病难等

问题。”张怀磊说，同时，要加强托育体系的建设和监管，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幼
儿托育服务，降低子代家庭对老年亲代的幼儿照料依靠，降低老年亲代的负担。

声音声音33 子女应当多些“精神赡养”
随迁老人如何更好地融入异地生活？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医生吴少钗认

为，老人千里迢迢来帮子女带娃，子女应当多些“精神赡养”，而不仅仅是给老人以物质
补偿帮助。生活中，对老人要多些包容、忍让、陪伴和理解。特别是父母刚来时，子女要多

些陪伴，可以介绍老乡的父母认识，鼓励他们多参与社会活动，拓展朋友圈，也可以帮他们培
养兴趣爱好，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减少孤独感。

事实上，为帮助“老漂”们更好地融入城市，政府、社会各层面也在不断努力。记者从江门市民
政局和江门市卫生健康局了解到，除一些政府兜底性服务外，我市养老服务面向所有老年人，没有户

籍要求，不作区分对待。在乘坐公交车方面，外地老人凭居住证即可去江门市五邑通智能卡有限公司
办理乘车卡。60—64岁老人享半价优惠，65岁以上免费，与本地老人优惠政策一致。

“‘流动的中国’为年轻人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价值实现空间，而安抚好‘老漂族’，受益的将是整个城
市、整个社会。”黄波说道。

给生活寻找新的支点

肖大叔肖大叔
自 学 弹 钢自 学 弹 钢
琴琴，，让生活让生活
充实起来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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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从甘肃来到江门，是57岁的
孙阿姨既心甘情愿又十分纠结的选
择。

她有两个儿子。此前，她在家照
顾 85岁的公公，顺便帮大儿子带孙
子。知道小儿媳怀孕后，她是又喜又
忧：“他们两个都这么忙，哪有时间带
孩子啊！”

权衡之下，孙阿姨决定过来帮
忙。因为她知道，孩子刚出生的这段
时间，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艰难、最需
要帮助的时候，她想帮儿媳渡过这人
生的难关。

初来乍到，江门炎热的天气就给
孙阿姨来了个“下马威”。她说：“太热
了，感觉皮肤都烧着了。白天根本不

敢出门，晚上也常常被热醒。”而南方
潮湿的天气，也让患有风湿的她感觉
浑身不舒服。此外，语言不通、没有朋
友也成为阻碍她融入新生活的因素之
一。

不过，好在儿子儿媳都孝顺，孙女
“包子”也很懂事乖巧。对孙阿姨来
说，尽管带娃很累，但孙女跟自己特别
亲，这也是她满足且骄傲的地方。但
乡愁仍常常徘徊在她的心头。

“老伴年纪大了，又爱喝酒，有时
喝醉了我又不在他身边。”说话时，孙
阿姨的眼里满是担忧。每天，她都要
和老伴发发微信，时不时还视频。其
实真正要聊的内容也并不多，无非是
问问老伴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过

得怎样。
来江门的3年里，孙阿姨几乎没回

去过。去年国庆前夕，票都买好了，但
终究没回成。那一刻，一向开朗乐观
的她也“破防”了，晚上忍不住偷偷流
泪。“那是希望一下子破灭的感觉。”孙
阿姨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苦楚。

“在这边想老家，回去了又牵挂这
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呀！”孙阿姨的一
颗心被生生掰成了两半。

原本，孙阿姨想着等孙女上幼儿
园就回去，但总有一些理由，让她一次
又一次地选择留下。

“儿子儿媳太忙了，最起码
得等‘包子’读完小学才能
回去。”孙阿姨说道。

“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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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队的人来自五湖四海舞蹈队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却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