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元宵，今天社区有一场做花

灯、猜灯谜的活动，祖阿姨可以带孩子

们来参加啊！”2月 3日，宣城市宣州区

鳌峰街道锦城社区居委委员胡永芳专

门给祖桂花老人打了个电话，邀请她

参加社区活动。

“对我们这些老人，社区可以说是

嘘寒问暖。不仅开展活动请我们参

加，过年前，社区给家里送来了米油，

还给孩子准备了蛋糕点心等礼物。不

知道怎么感谢他们！”今年 67 岁的祖

桂花告诉记者，多年前她和老伴儿离

开老家泾县，来到宣城市区帮女儿带

孩子。

“现在大孙子上小学，小孙女也上

幼儿园了，我的时间更充裕了，去老年

学校听听膳食讲座，能学到知识，还能

交到朋友！”祖桂花说，“我们老两口基

本已经融入现在的生活，这里就是我

们生活的重心！”

在宣城市郎溪县郎川街道，记者

了解到，当地还为群众发放“防疫健康

包”，其中包括医用口罩、酒精消毒湿

巾、免洗手消毒液、感冒清热颗粒等，

并给 60 周岁以上老人准备了退热药

品，累计已发放退热片 1000 余人次。

“通过入网入户，我们全面掌握了 60
周岁老人、五保老人、留守老人等重点

老年人群的具体情况。”郎溪县郎川街

道副主任胥国庆向记者介绍，按照“一

户一档”“一人一账”的工作要求，当地

建立了重点人群台账，通过开展上门

服务活动，切实做好老年群体的保障

服务。

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晴。让劳累

了大半辈子的老年人以及年逾花甲仍

在为儿女操心的“老漂族”，过上有尊严

的晚年生活，是爱老敬老的应有之义。

“当父母出现情绪波动等问题时，

子女千万不能觉得父母太矫情，而应

该多一些关注和关心，多一点理解和

体谅。”刘新徽建议，“作为子女，不仅

要在饮食起居上照顾好父母，还可以

多陪老人聊聊天，给老人放放假，帮老

人找到自己的爱好和建立新的朋友

圈，鼓励他们勇敢‘走出去’！”

老有所乐，幼有所育。解决“老漂

族”的种种生活困境，离不开制度层面

的考量。去年 5月，我省召开暖民心行

动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发布《暖民心行

动方案》，实施包括老年助餐服务、安心

托幼、快乐健身、放心家政、老有所学等

行动，推动解决适龄幼儿入园难等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据统计，去年上半年，我省已建成

城市老年食堂（助餐点）1500 余个，农

村老年食堂 （助餐点）1200 余个；老

年学校新增学习人数 13余万人，参与

学习教育活动的老年人 119 余万人；

在安心托幼行动方面，我省新增托位

数 4 万余个，新增公办园学位 2 万余

个，全省 1200 余所幼儿园开展延时服

务、13余万名幼儿参加延时服务。

社区：助力老有所乐、幼有所育

育儿原本应是父母的责任，为什么

不少家庭需要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

“助攻”甚至“主攻”？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这很大程度上是权衡再三后的折

中之举。

一毕业就在合肥工作的陈元生老

家在六安，平时工作特别忙，自从女儿

出生后，他面临着选择：要么自己带娃，

势必要牺牲小家庭中一方的工作，收入

就少了；要么请保姆，但找到做事踏实

又负责的不容易，也是一笔不小的家庭

开支。陈元生告诉记者，“还有一个选

择，把孩子送回老家，又要面临留守儿

童的问题。”

“老漂族”的出现，既是城镇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更是就业、育儿、养老、社

保等系统性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国

家卫健委早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

展报告 2018》显示，老年流动人口规模

在 2000 年以后增长较快，从 2000 年的

503万人增加至 2015年的 1304万人，年

均增长 6.6%。

事 实 上 ，即 使 不 去 城 里 帮 子 女 带

娃，与孩子们长期分隔两地的老人，依

然面临另一个问题——空巢。这就导

致他们陷于“两难之地”：一方面，随着

农村常住人口急剧减少，留守老家的老

年人日渐衰老，渴望能与子女团聚；另

一方面，进城后的老人面临生活习性和

生活节奏的变化。

“离开熟悉环境的‘老漂族’，如果

子女或外界对他们关心不够，会产生很

多心理问题。”淮北市舒翔社工服务中

心创始人、心理咨询师刘新徽向记者分

析道，一是短期内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转变旧有生活方式，对老年人来说很困

难；二是身心退行性变化会产生衰老

感，退休社会角色的转变会产生失落

感，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会产生孤独

感；三是长期焦虑等不良情绪，都会影

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育儿压力近在眼前，赡养老人也迫

在眉睫。”陈元生告诉记者，“新的一年，希

望父母身体健康，孩子也大些了，我们能

够一起出去旅游，让他们能更放松。”

在医疗保障方面，目前我国已有 31
个省市实现了异地医疗结算和补偿，

“老漂族”跨省就医越来越便捷。但与

此同时，记者了解到，受到属地管理原

则和统筹范围的局限性，他们去普通药

店买药还存在医保使用困难等情况。

子女：“育儿压力近在眼前，赡养老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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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7日，正值大年初六，春节假期

最后一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达到

了假期最高峰。62岁的退休职工王怀粉

早早收拾好行李，和儿子、儿媳、孙子、孙

女一起，从老家蚌埠市淮上区启程。上

午 8 点多出发，抵达儿子定居地——宣

城市郎溪县时，已经是晚上 9点半。

“儿子初七要回去上班，得提前赶

回来。遇上返程高峰，多少有些堵。”王

怀粉告诉记者，因为车上只能坐下五口

人，老伴儿邓泽堂选择了另一种返程方

式——坐高铁到宣城站，再转乘城际公

交返回郎溪。

夜色已晚，王怀粉将大包、小包的行

李简单收拾了一下，来自怀远县的河溜

小豆饼被她格外珍视地收放起来。“这是

老家特产，郎溪没有，过年专程去买的。”

王怀粉说。

儿子毕业后在郎溪成家立业，小两

口平时上班忙。从大孙女出生起，王怀

粉就来郎溪帮他们带孩子。“来到这里，

第一关是沟通有困难。本地人讲方言，

语速一快，我就听不明白，买个菜要问

上半天。”王怀粉说。

后来，孙子出生，老伴儿退休后也

来到郎溪。因两地语言、饮食等方面都

存在差异，老两口稍有空闲也不怎么出

门。“平时主要围绕孙子孙女转，有空了

在家看看电视。”王怀粉说，“真想老家

了，隔上个把月，会回去三两天。”

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来到城

市工作，或者城市青年奔赴外地就业、

创业，人口流动引发的带动效应明显。

年轻人在外结婚生育后，小家庭特别是

双职工家庭往往工作忙碌，没有时间和

精力照顾孩子，求助于父母成为了常规

选择。

很多老年人出于帮助和关爱第二

代、第三代的考虑，“半自动”地成为了

“老漂族”。今年 59 岁的吴继秋早年下

岗后，曾经外出务工多年。6年前，孙子

出生后，她从老家镇上来到了县城，帮

助儿子、儿媳照看孩子。“他们平时工作

比较忙，加班多，我和老伴儿就过来专

门带娃。”吴继秋告诉记者，“城里没有

乡下地方敞亮，到处是房子、车子，我出

去也少。特别是一开始带娃那几年，和

亲戚朋友接触都少了。”

“放不下儿女，道不尽乡愁。”这是

不少“老漂族”的心声。一边是饮食、语

言、社交、地域等变化带来的失落感，一

边是对第二代、第三代无悔付出的责任

感，“老漂族”站在生活天平的两端，努

力去维持微妙的平衡。

老人：“放不下儿
女，道不尽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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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浩 本报通讯员 吕昂

“这个路口的蔬菜大棚拆除之后，转弯处的视野开阔多了，我们来

来往往也更加安全！”近日，郎溪县钟桥街道纪工委工作人员在该县钟

西村管家榨村民组周边就出行安全问题开展跟进监督，当地群众纷纷

点赞。

不久前，钟桥街道纪工委负责人开展入户走访时，收到一些村民

举报，反映辛家岗往莲塘方向路段有人搭建蔬菜大棚。“蔬菜大棚正好

搭建在道路拐弯处，对面来车情况完全看不到”“一边是大棚、一边是

水塘，人看不到车、车也看不到人”……

据了解，该道路作为钟西村及新发镇双桥村的主要进村通道，日

常通行人员和车辆较多，特别是早晚接送学生上学、放学的校车往来

频繁。农户新搭建的蔬菜大棚恰巧位于道路转角，极易阻挡视线，既

影响群众的出行效率，也存在不小的道路通行安全隐患。

既然明显遮挡视线，为何还允许新建蔬菜大棚呢？带着疑问，钟

桥街道纪工委负责人随即联系街道相关部门进一步了解情况。

“蔬菜大棚阻挡视线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注意到了，在搭建前期提

醒过村委会，但考虑农户搭建蔬菜大棚是出于种植需要，也未违反相

关要求，我们就没有继续跟进。”街道城乡管理部工作人员解释说。

“交通出行安全问题是事关民生利益的大事，我们必须要把群众

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既然发现了问题，就要想办法早点解决！”在钟桥

街道纪工委的督促下，街道城乡管理部会同钟西村村“两委”干部根据

现场核查情况很快便拟定改建方案，并共同上门做思想工作。经充分

沟通后，农户同意进行整改。目前，蔬菜大棚已经拆除一角，群众出行

安全有了保障。

今年以来，郎溪县纪检监察机关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

向，聚焦道路通行安全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点开展一线监

督，推动解决一批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桥梁、隧道等重点路段隐

患整治，通过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十字镇纪委根据群众在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上的投

诉，推动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道路坡度过陡问题，最大限度地消除

安全隐患，使泥泞的陡坡路段变成了一条 21米长、3.1米宽的水泥路。

郎溪县纪委监委驻县科技经信局纪检监察组通过督促县交通运输局

主动下沉一线，做实做细群众出行安全问题的日常监管工作。截至目

前，该县共完善道路安全设施标线 3800 平方米、增设爆闪灯 10 个，维

修波形护栏约 300米，更换道口警示桩维修 120根，修剪遮挡标志标牌

约 380块，有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人民群众的诉求作为‘风向标’，让群众切

实感受到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中所起到的积

极作用。”郎溪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

精准监督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北京日报报道，最近北京首个多元复合的桥下空间提升改造项目

完工。昔日封闭昏暗、通行不便的天宁寺桥桥底，如今成了儿童乐园、

运动休闲场所。这种微更新、微改造，让桥下空间焕发新活力。

城市的边边角角，放着不管就“碍事绊脚”，用好了就是“金角银

边”。特别是大城市寸土寸金，公共资源有限，一味做增量并不现实，

尤须想办法激活存量空间。据报道，北京桥下空间改造将向精细化发

展，停车场、运动场、绿化景观、休闲空间等是未来改造方向。因地制

宜、以人为本对桥下空间进行创新优化，大大提升了空间品质和利用

效率。

城市微更新、微改造，桥下空间有着无限可能，但也绝不限于桥下

空间。在背街小巷、胡同深处见缝插绿，打造“口袋公园”；老弄堂中绘

上重彩壁画，再现都市风情；地铁里的特色艺术装置，成为城市文化窗

口……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城市微更新，在公共空间进行小而精、小

而美的改造，将落后的公共设施与最新的市民需求相结合，让大量犄

角旮旯“变废为宝”，实现“新”与“旧”的和谐共生。

微更新要下足“绣花功夫”。一桥一路焕新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

治理能力的提升。有时候，越是小环境，越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越是

小问题，越是群众心之所系。如何突破旧有的粗放利用方式、如何因

地制宜制定最佳改造方案、如何符合群众的实际需求，“小改造”里有

“大文章”。例如，北京桥下空间改造施行“一桥一策”，力求与周边的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擦亮眼睛、摸透

民情，精心设计、精细管理，在微观层面下足“绣花功夫”，从细小之处

优化城市肌理，激发城市细微空间的活力。

微更新要“好看”更要“好用”。微更新以改善人居环境为目的，但

绝不是制造精致的“社区盆景”，最终还是要贴近民生所需、满足群众

之意。为做好北京天宁寺桥下空间改造，设计团队对周边 35个社区的

居民开展问卷、访谈调研，不断优化方案布局。这说明微更新虽小，但

格局要大，以人为本，方能避免成为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齐心协力，建设共管、效果共评，微更新才更有温度、更具韧

性、更可持续。

微更新要“有形”也要“有神”。微更新既是城市空间的更新改造，

也是留住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的有效尝试；既是物质层面的保护

与发展，也是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有益之举。注重历史底蕴、文

化赋能，微更新方能“有里有面”“有形有神”，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

记住乡愁。比如，西安在改造桥下空间时，融入了地域文化元素，彰显

了浓厚人文底蕴。又如，上海在进行城市微更新时，提出“街道是可漫

步的、建筑是可阅读的、城市是有温度的”。通过城市微更新，让历史

文化资源“动”起来、“活”起来，带给人们更有品质的居住体验和文化

生活，也能酝酿出更加浓郁、独特的城市味道。

下足“绣花功夫”，叠加创新创意，微小空间也有无限可能。期待

更多城市将犄角旮旯变为“金角银边”，为市民增添幸福感、归属感，让

城市永葆鲜活生命力。 （执笔：刘振）

微更新要下足“绣花功夫”

■ 本报记者 罗鑫

近年来，有这么一群老人，因子女工作、结婚、生育等原因，为照顾第二代、第三代，选择背井

离乡的生活方式。他们往返于城市、农村，或辗转于不同城市间，成为了随迁老人、进城老人、外

来老人，也被称为“老漂族”。

春节期间，不少“老漂族”与孩子们一起，迎来了岁末年初的“大迁徙”。忙忙碌碌，依旧向

前。他们曾直面哪些困难和挑战？新的一年里，社会能否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2 月 7 日，合肥市经

开 区 绿 苑 社 区 食 堂 开

业 。 该 食 堂 除 了 提 供

面 向 大 众 的 餐 饮 服 务

外，还为社区居民特别

是老年人提供优质、价

廉 、卫 生 、便 利 的 就 餐

服务，解决老年人特别

是 高 龄 、空 巢 、独 居 等

老 年 群 体“ 吃 饭 难 ”的

问题。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