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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 让“老漂族”心有归属

今天是重阳节，让我们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

“老漂族”。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竞争日益激烈，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乡打拼。本该安享晚年的

老人，为支持儿女事业，帮助料理孩子和孙辈的生

活，不得不离开家乡，“候鸟式”漂至一座陌生城

市。融入中的不适与冲突，以及心理和精神方面的

需求，往往得不到足够关照。这些问题叠加，催生

出一个“身心漂泊”“心灵孤寂”的“老漂族”群体。

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中国传统家庭里，和谐

温馨的场景莫过于“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

容”。但这需要有个前提：一家人同在一地。当下，

随迁老人多以家庭利益为居留决策的出发点，一

方面心甘情愿，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两难的尴尬

与困窘背后，他们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家庭和社会

所忽视。

“老漂族”话题其实在十多年前就已出现，今

天依然被广泛关注。有关善待“老漂族”、完善对这

一群体公共服务保障的呼吁和建议，也一直持续不

断。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庞大群体，其规

模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且在老龄化程度仍在

加深的社会中，也不能寄望于靠时间来消化这个问

题。近年来，随着医保异地结算等改革的推进，相关

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无论是老年人的权益保障、

老龄友好型社会的构建，还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都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巨大难题。

据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老漂族”是老龄化社会的重大考题，政府、

社会、家庭都必须善待“老漂族”，帮助他们更好地

融入城市。子女作为老人的至亲，不能只顾索取，

在父母帮助自己解决困难的同时，也要多多感恩

父母，关心他们的身心需求，为父母的晚年生活创

造更好条件，让他们老有所乐，尽力做到照料父母

与父母帮衬的最大平衡。还要换位思考，尊重父母

的选择，帮助老人树立积极老龄观念，化被动为主

动，建立新的交际圈，真正融入新的生活环境，拥

抱异地养老的快乐生活。

老人也要以积极的心态“入乡随俗”，主动消

除“外来感”“暂居感”，充分利用空暇时间，培养一

些新的兴趣，让生活充实起来。同时还可以结合自

己原来的工作性质和爱好特长，积极参与当地社

区的老年活动，常与街坊四邻交流，进而得到更多

的支持和帮助。

消弭“老漂族”之痛须多管齐下，通过多方共

同努力，让“老漂族”心有所“属”、心有所“归”，活

得有尊严、有意义，享受两全其美的晚年生活。③6

为瘦腿挑出神经 这是对美的糟蹋
日前，某社交平台上各类手术减肥的内容引

起广泛关注。其中讨论最激烈的，是一种名为“小

腿神经阻断术”的手术。有人发帖称，这项手术可

以让肌肉慢慢萎缩，从而达到永久瘦小腿的效果。

不少博主亲身体验并表示，做了之后轻轻松松就

能瘦下来。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挑出神经”而达

到瘦腿效果的手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过，为瘦腿而挑出神

经，听起来就令人头皮发麻，有种为了美丽不择手

段的感觉。做这种手术的女生，对自己实在有点

狠。

有专家分析，这个手术是通过直接切断神经，

让肌肉废用性萎缩，从而达到瘦小腿后群肌的目

的，几乎不可逆，因为神经离断后要长起来是非常

困难的，呈现出的是病态的肌肉萎缩。专家断言，

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残”，是不可修复的损害性手

术。

健康才是人体最基本的美。为了美丽，不惜牺

牲健康，做这样的奇葩手术，其实是对“美”这个字

的糟蹋。

至于所谓的瘦腿效果，也经不起科学推敲。据

悉，刚做完手术小腿会瘦一点，但后期脂肪补充上

去后仍会变胖，失去肌肉支撑后，小腿皮肤下坠，

会更加难看。如此，这样的求美手术岂非掩耳盗

铃？最终难掩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没了美丽更

没了健康。

牺牲健康换来一时的美，但凡有点正常逻辑

的人都知道，这很不值得，而且正规医院都拒绝做

这样的手术。有关职能部门对这种侵害个体权益

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要做到露头就打，绝不姑

息。无论是对网络上的违规诱导，还是现实中的

“黑机构”，都应如此。③6

张桂梅的柔美
映照出坚毅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面

对央视主持人董卿的访谈，她谈了

很多家庭方面的事，让我们看到，不

苟言笑的张桂梅鲜为人知的另一

面：

涂口红、爱打扮、喜欢跳舞的妻

子张桂梅；被父母宠成“老疙瘩”的

女儿张桂梅；“在亲情上犯下了不可

饶恕错误”的妹妹张桂梅……

年轻时代的张桂梅也很爱美，

涂口红、爱打扮、喜欢跳舞，梳两个

小小的羊角辫，嘴角挂着微笑，唱起

歌来眼睛里闪烁着夺目的光芒。她

经常穿着红色的衣裙、紫色的皮鞋，

青春洋溢，美丽动人。

如今的张桂梅芳华已逝，那张

脸刻满岁月的痕迹，看起来久经风

霜，曾经的柔美被坚毅所替代，曾经

的光彩被沧桑所掩盖。

可是谁又能漠视这张脸的另外

一种美？

为了办一所不收费的女子高中，

当时45岁的张桂梅像发了疯似的“乞

讨”了整整五年，只筹到一万块钱。

终于，她的行为感动了全社会，丽江

市和华坪县各出资 100万元，华坪女

子高中终于进入建设阶段。

这些年，为了把失学的女生带

回学校，张桂梅挨家挨户上门劝说，

不知跑了多少里山路，流了多少眼

泪。她努力寻找着山区里一个又一

个迷失方向的女孩子。她们也如当

年的张桂梅一样青春靓丽，可是生

活的重担却让她们早早地告别学

校，犹如折翼的小鸟，失去了飞翔的

希望。是张桂梅的出现，拯救了她

们的梦想。

张桂梅燃烧了自己，点亮了这

些山区女孩的心，帮助她们以及她

们的家庭重燃希望之火。在她十几

年的办学经历中，这些在华坪女子

高中学有所成的贫困少女，有的成

了医生，有的成了人民警察，有的也

当上了老师……从她们进入华坪女

子高中那一刻开始，她们的人生轨

迹被改变了。

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为师者

有崇高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就

是因为他们以教育为切口，行扶弱

济困、兼济天下的善举和壮举。张

桂梅办的女子中学通过改变一个人

的命运，改变了一个家庭一个村落

一个地方。

大爱之下，她也是普通人。在

节目中，她诉说了丧夫之痛、亲情之

憾，令人无比动容。无儿无女的她，

对于自己至亲的父母和哥哥姐姐，

有太多的无法弥补的遗憾。她没有

回避这些过往，并坦然告诉大家，这

意味着，她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向

大家证明什么，而是源自一个普通

人最本真的情感：让她的学生们做

堂堂正正的人。③6

记 者 10 月 13

日从公安部获悉，

自今年 10 月 20 日

起，在全国第一批

推广应用基础上，

驾 驶 证 电 子 化 公

安 交 管 便 利 措 施

将 在 太 原 、沈 阳 、

哈尔滨等 110 个城

市 第 二 批 推 广 应

用。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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