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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市区和顺路惠泽
园小区的李桂枝和老伴儿
这几年奔波在安徽、海南、
湖南、河南之间，帮着儿女
们带孩子。

“我年轻的时候，为了
带这三个孩子吃了不少苦
头，现在不想再让儿女吃
带孩子的苦。”李桂枝话语
间都是对儿女的疼爱。她
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大女儿以前在安徽合肥工
作，现在海南省海口市当
老师，小儿子在湖南省邵
阳市当警察，只有二女儿
留在平顶山，目前在市区
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三个
儿女都已结婚生子。

最让李桂枝难办的
是，三个儿女不约而同纷
纷在2016年生下孩子，先
是小儿子家生了孙女，接

下来大女儿、二女儿相继
生下了外孙。“他们仨让我
措手不及。”李桂枝说，没
办法，她和老伴儿只好兵
分两路，她去了湖南邵阳
照看孙女，老伴儿则去了
安徽合肥照看外孙。后来
大女儿跳槽到海南省海口
市，李桂枝的老伴儿也跟
随女儿去了海口。

“儿子和儿媳都是警
察，两个人忙起来自己都
顾不上吃饭，别说照顾孩
子了。”李桂枝说，以前不
知道警察的辛苦，现在面
对儿子这样的双警家庭，
带孩子的压力就落在了她
的肩上。从2016年开始，
李桂枝与老伴儿就很少见
面，有事只通过微信视频
聊天，也再没有在家里过
过一个安生年。

几年来四地奔波

离开家乡 照料孙辈

老漂族融入新生活不易
□本报记者 刘蓓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
及 以 上 人 口 有 2.6 亿 人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18.7%，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9 亿人。他们
中，有的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
离家漂泊至陌生城市，被称为老漂族。近日，来
自我市的几位老漂族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丁兰志和老伴儿从
2017 年到长沙帮忙带孙
子，至今已有 4 年了。刚
去的时候，两人有些不适
应。“带孙子比上班累多
了，每天抱孩子、做饭、收
拾卫生……一整天都闲不
下来。”丁兰志说，以前上
班也觉得累，但还能经常
跟同事朋友一起出去玩
玩，吃吃饭喝喝酒什么的，
生活很充实。带孙子的生
活是除了孩子还是孩子，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也很
欣喜，但确实是累，“还不
如上班轻松”。

丁兰志今年60岁，老
伴儿与他同龄，两人曾在
市区一企业工作，目前均
已退休。丁兰志的儿子从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毕业后
到五凌电力有限公司工
作，公司总部在湖南省长
沙市。目前儿子已经在长
沙市岳麓区买了房，在那
儿定居并结婚生子。

2017年，儿媳怀孕后
期，丁兰志的老伴儿从平顶
山赶到长沙照顾儿媳。
2018年孙子出生后，丁兰
志老两口就一起到长沙，住

在儿子家帮忙带孙子。
丁兰志的儿子是领导

秘书，儿媳在银行工作，小
夫妻俩工作都很忙，经常
加班。“他们工作忙，没时
间带孩子。我们除了带孙
子，也能帮忙干点力所能
及的家务活儿，给他们减
轻负担。”丁兰志说，孙子
在家待不住，除了吃饭和
睡觉，他们都要带着孙子
出去玩。“小区挺大的，环
境比较好，能供孩子玩耍
的游乐场有三四个呢。”现
在孙子已经 3 岁多了，上
幼儿园了，早上 8 点多送
去，下午5点多去接，白天
他们也有了一些空闲时
间，算是轻松了一点。

有了空闲时间，丁兰
志老两口依然没想过外出
游玩。“来好几年了，我们
都是在周边转转，一是时
间不允许，孙子很绑人，二
是长沙太大了，我们也不
太会看地图，害怕走丢
了。”丁兰志说，不过，他们
住的地方距长沙阳湖湿地
公园不远，他们经常到公
园散步，“那里环境很好，
很漂亮。”

带孙子比上班累多了

说起未来，几位老人表达了
同样的心愿：早晚有一天还是要
回平顶山养老。

李桂枝的儿子儿媳曾与老
两口商量，让他们在邵阳养老。

“俗话说养儿防老嘛。儿媳也说
希望我们老了跟着他们过。”李
桂枝说，儿媳打算在家附近再买
一套小房子供他们老两口居住。

但李桂枝打心眼儿里不想
在湖南养老。“虽然小区里有人
打牌娱乐，还有很多健身器材，
也有地方转悠，但他们说话我真
的听不太懂，也没什么朋友，长
期住着不舒服。”她说，她和老伴
儿的身体这几年都开始出现各
种小毛病，他们打算等孙辈上小

学，如果条件允许，就回平顶山
养老。“家里的房子还没舍得卖
呢，就想着将来回去了还有地方
住。”李桂枝的二女儿在我市工
作，这更坚定了她回平养老的决
心。

丁兰志老两口目前已经克
服了语言关。“小区有很多河南
人，都是来帮忙带孙子孙女的。”
他说，时间长了，他们也认识了
不少老邻居，平时也能聊聊天。
不过，说起未来的打算，丁兰志
也准备回平养老。

由于回家次数很少，见面也
很少，丁兰志的同事、朋友很多
都不联系了。“以后回去了，还能
再把老关系拾起来。”丁兰志说，

等孙子小学毕业，他和老伴儿就
打算回平顶山。

让丁兰志打算回平养老的
还有医疗问题。老两口的医保
卡在长沙用不了，平时有个感冒
发烧之类的小病小灾，他们就在
社区门诊解决，尽量少花些钱。
以后随着年纪增长，如果生病需
要住院，还是回河南能解决问
题。

此外，丁兰志老两口参加工
作晚，工龄短，退休工资都不
高。在长沙生活成本高，平时买
菜吃饭、日用品、水电煤气费都
是儿子儿媳出钱，“我们回去养
老还能减轻一点他们的经济负
担。”

未来总是要回平养老

千里迢迢从一个城市来到
另一个城市，从北方到南方，老
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余，往
往对新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
语言不通，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一
个难题。

“湖南人说话很快，口音也
很重，刚来的时候我啥都听不
懂。”李桂枝说，年轻人还好，大
家都说普通话，但是老年人说的
都是当地的话，她完全听不懂。
一开始外出买菜，带孙女出去
玩，她都觉得有些吃力。“也没人
说说话。后来。慢慢习惯了，出
门玩就找年轻人聊聊天。”

除了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
也是让老漂族头疼的问题。

10 月 19 日上午 10 点多，丁

兰志和老伴儿刚刚买菜回来，准
备做午饭。中午儿子儿媳都不
回来吃饭，只有老两口自己买菜
做饭吃。

丁兰志老家是信阳的，喜欢
吃米饭，这与长沙人基本吻合。
不过，儿媳是湖南益阳人，爱吃
辣，丁兰志老两口吃不了辣椒，

“胃不好”，平时还是做家乡饭多
一些，自己蒸馒头、包饺子、手擀
面条。他“很想念家里的面条”，
想吃烩面、饸饹面之类的特色面
食，但在长沙是吃不到的。

李桂枝也有同样的烦恼。
她的儿媳也是湖南人，儿子也很
能吃辣。“他们爱吃的菜里看起
来红彤彤一片，全是辣椒，我都
下不了口。”李桂枝说，她还是保

持着河南的饮食习惯，早晚要喝
粥，中午吃米饭或面条。湖南人
的早餐一般从一碗放辣椒的牛
肉粉开始，这在李桂枝看来是不
养生的。中午和晚上，儿媳都要
吃米饭。“一问做啥饭，他们就回
答‘米饭’。中午还行，我炒个不
辣的菜就行了，晚上不行，得做
两锅饭。”李桂枝说，晚上给儿媳
炒菜焖米饭，她一般会再熬一些
小米粥，与小孙女一起吃。

此外，丁兰志对长沙的天气
也有些不适应。“湖南的天气春
秋天短，冬夏两季时间长，冬天
还没有暖气，湿冷湿冷的，很不
舒服。”他说，在平顶山习惯了住
暖气房，到了长沙感觉南方的冬
天比北方还要冷。

语言、饮食是两大不适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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