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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
这是越来越多城市老年人的真实
写照。不久前，浙江省联合应用
心理科学研究院受杭州市下城区
武林街道环西社区委托，随机抽
取100名老年人，进行入户心理健
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最能让
老人感觉开心的事情是与（孙）子
女相聚；与之对应的是，八成子女
每周仅回家一次，每月回家一次
的子女占14%。

杭州老人更感孤独

此次针对老年人的问卷调
查，核心问题是——老年人心里
最需要啥？他们的幸福感及其构
成因素。问卷调查依托于下城区
心悦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公益组
织。此前，公益队员们已经连续 4
年，通过义工服务，在社区开展了
不下200次“聊天课堂”。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杭州老
年人大部分能实现‘老有所养’，
但随着认知功能的衰退，孤独自
闭、焦虑抑郁、情绪调节控制力弱
化等心理问题开始‘侵袭’他们。”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罗睿绮说。

在本次调查中，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总均分为 16.34，稍高于全
国一般水平（15.8）。但其中衡量
孤独与不满方面、对自己年龄的
态度方面，杭州老人的得分稍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会产生“人老不
中用”的悲观想法。

调查发现，半数以上老人认
为与（孙）子女相聚是生活中最高
兴的事，子女能时常回家探望是
老人最大期望。69 岁的程福芝老
人有两儿一女，都不和她同住，

“儿子住得离我家近，一周都会来
两三次。女儿上班比较忙，但也
常来。只要他们来看我，我就很
高兴了。”

“在家里，老年人出现装病、
挑毛病、吵架拌嘴等‘折腾’现象，
其实是在向亲人们传递一个信息
——我需要你们关注！”罗睿绮
说，遇到老人有类似表现时，晚辈
们需要用老人喜欢的方式，认可
和赞美老人的观点，“但最根本
的，还是多陪陪他们。”

物质不如精神陪伴

参与入户调查的志愿者柯雪
燕告诉记者，她不止一次听到老
人嘟囔：“有时孩子们是来看我
了，但不到两个小时就走了。我
最怕他们要离开我的那一刻，看
到时间差不多了，我就想多说几
句话留住他们。”还有老人说，“孩

子们来了，给了钱，买了东西，一
放就走了。我们老了能用多少
钱，能吃多少东西？盼的就是孩
子们能多花点时间陪伴。”

罗睿绮讲述了一个身边的案
例，环西社区的一对老夫妇都已
年逾八旬，他们育有一儿两女，大
女儿家里条件一般，但是对父母
态度特别好。二女儿家里条件很
好，总给父母从香港买上千元的
鞋子，但是对二老态度却不很恭
顺。夫妇俩都觉得大女儿更孝顺
一些。罗老师听了老两口的想
法，主动给二女儿做思想工作，二
女儿慢慢改变态度，一家人的关
系比以前更亲密了。

老人之间同样需要情感交
流。退休的王阿姨 7 年前患上了

直肠癌，虽然经过治疗已康复，但
却长期在家休养，老伴虽事无巨
细地照顾她，但总爱到棋盘山下
去跳舞。这成了王阿姨的心病，
她一直闷闷不乐，连带精神也更
差了。夫妻俩找到罗老师寻求帮
助。原来，王阿姨最担心的是老
伴有“外遇”，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队的工作人员鼓励老先生开口对
王阿姨说“我爱你”，王阿姨听到

“告白”竟泪流满面，家中笼罩的
阴霾也渐渐散去。

老人融入社会不易

调查报告指出，除了“与子女
相聚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23%
的老年人还认为，逛街逛公园也
是值得高兴的事。老年人退休
后，生活圈子变小，公园恰恰是一
个很好的交友场所。

79 岁的冯学回忆，他和几个
爱好摄影的老伙计便是在太子湾
公园散步的时候遇到的，他们会
不时地切磋摄影技术、聊些家常，

“每天早上和新老朋友们聊天，生
活都变充实了。”

“老年人除了在精力上不如
年轻人，其他很多方面都不逊于
年 轻 人 ，甚 至 有 更 多 的 经 验 智
慧。”罗睿绮说，目前我国的社会
系统并不完善，不能很好地激发
老年人发挥余热。“在英国，很多
老人退休后开始‘二次创业’；在
瑞士，老年人热衷为外国游客充
当导游；在我国香港，街头也常能
看到老年人指挥交通、为游客领
路等，但在内地，很多服务行业都
不接受老年人，这并不合理。”

目前，罗睿绮正带着志愿者
们，为武林街道七个社区的老年
人推出一系列由老年人来主导的
活动，如由老年人自己组织并主
持的读书沙龙，“夕阳好声音”、

“才艺大比拼”、“帮扶互助”、“重
走青春路”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
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杭州老年人心理健康调查报告出炉——

拿什么抚慰你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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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快递

本报宁波 10 月 13 日电 （记者
应磊 区委报道组 张黎升） 一幢房
子寿命几何？哪些房子可以放心居
住，哪些房子有隐患、不适宜居住？
日前，宁波市海曙区对全区 4239 幢
房屋建立了安全档案，房屋动态管
理有了依据。

海曙区现存的 4239 幢住宅楼
中，约 2900 幢为 1998 年前建成。
为及时掌握这些房屋安全情况，
确保老旧房正常使用，海曙区尝
试房屋的信息化建档。辖区内房
屋以 1998 年为界，在此之前的房
屋由区房管部门为主体建立信息
档案，在此之后的房屋则以街道、
社区、物业等为主体录入房屋信
息。

在“房屋健康档案”中，每幢房
子的建造年代、结构类型、使用状
况、使用寿命、安全现状、图纸资料、
房屋历史、防灾抗灾等级等，包括每
次装修时，在结构上做了哪些改变
都要详细“记录在案”。

要延长房屋使用寿命，首先要
掌握房屋的“健康”状况。在建立

“健康档案”基础上，海曙区委托第
三方专业机构——省岩土基础公
司，对 1998 年以前建造的既有住宅

实施长期动态化监测管理，并进行
相关数据采集、记录。

就在几天前，监测机构工作人
员王维龙先来到郭衙巷，向住户咨
询房屋使用信息，详细记录后，又拿
出经纬仪、裂缝测宽仪等专业测量
仪器进行监测。经过 2 天的实地走
访监测，王维龙随身带的登记表密
密麻麻写了 140 多页，详细记录了
房屋的构造、配置、地基基础等各项
信息，涉及 4 个社区，共 141 幢老旧
房屋。

看着忙上忙下的监测人员，住
户赵翠乐的心踏实不少：“住了 20
多年的房子，能有专业的人来做检
查，我们就放心了，万一房子有问
题，我们也能知道这修房的钱该往
哪儿花。”

负责开展监测工作的海曙区房
管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监测
中情况相对较好的房屋，将根据房
屋分级情况安排人员进行巡查；对
发现存在较大隐患的房屋，将进一
步利用技术设备进行观测，并参考
专家建议，在综合各相关部门意见
的基础上进行处置。预计到今年年
底，海曙区可完成辖区内老住宅房
屋首轮巡查。

海曙 老旧住宅做“体检”

本报杭州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马悦 区委报道组 高静玮） 智能化
的代步工具“风火轮”、可远程航拍
的“无人机”⋯⋯10 月 16 日至 17
日，国内云计算领域一年一度最大
规模的开发者盛会——2014 阿里
云开发者大会将在西湖区转塘科技
经济园区“云栖小镇”举行。 今年
的阿里云开发者大会主题为“云栖
小镇·云计算生态”，将聚焦云计算、
大数据、架构与应用、云安全、智慧
民生、开发者服务、创投等多个主
题，展示创新丰富的云生态，并为开
发者、草根创业者打造交流、展示的
舞台。

据了解，作为阿里巴巴上市后
的首个大型活动，此次大会安排了
近 20 场论坛，涉及金融、政务、电

商、移动互联网等多个基于云计算
的创新项目展示和产品发布。此
外，大会还设置由数百个展位组成
的“创业之旅”、“创新之旅”、“梦想
之旅”、“民生之旅”四个主题展区，
为开发者带来更详尽的云计算实践
内容分享。

眼下，西湖区委区政府高度重
视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的发展，以
发展西湖特色的信息经济、智慧经
济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加快推进养
老、教育、卫生和行政审批、城市管
理、平安创建、社会稳定等社会民生
领域智慧应用，着力提升经济增长
质效、生态环境质量、群众生活品质
和社会治理水平，努力实现产城融
合和产城应用，全力打造杭州智慧
产业新兴区。

西湖 打造云计算小镇

本报讯 （记者 戴睿云） 近
日，杭州市文明办等单位联合发
布了首个杭州市孝道文化研究报
告。报告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
受访对象中，有 80.36%的人属于
孝顺类型，但部分年轻人，还缺乏
主动自觉体贴父母的行动。

怎么样评价一个人孝顺不孝
顺？记者在这份《杭州市民“孝
道”类型自测量表》上看到，共有
60 项指标，每条指标按照符合程
度的高低，会有相应得分，对应

“孝顺型”、“现实性”、“被动型”、

“非孝型”四种“孝道”类型。
主持报告发布的浙江大学

人 文 学 院 教 授 黄 健 指 出 ，从 研
究报告结果来看，具有“孝顺”
完全自觉性的人群比例仍待提
高（典 型 类 型 的 孝 顺 型 只 占 调
查对象的 29.09%），部分年轻人
知 行 脱 节 ，对 父 母 不 能 尽 孝 主
要表现在经济条件的约束和孝
道 意 识 的 不 足 。 此 外 ，多 数 被
调查者主张由目前家庭式养老
模 式 ，逐 渐 向 社 会 化 养 老 模 式
过 渡 ，认 为 这 是 社 会 弘 扬 孝 道

文化的实质问题。
报告指出，中华孝道文化在

民间仍然有广泛的影响力，在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伦理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报告也向全社会大力倡
导树立现代孝道文化五大新理
念，主要内涵有：一是孝敬意识

（传统孝道文化的根本），二是平
等精神（建立新型孝道平等和代
际亲情关系），三是保障机制（制
定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和社会
机制），四是共享理念（老年人的
物质与精神生活都能与其他人群

得到同步提高），五是和谐效果
（建立和谐的代际关系）。

“仇氏家族自古重孝道。现
在杭州也有了孝道自测量表，我
也要拿回去给我儿子、儿媳做一
做，很有教育意义。”外桐坞村村
民仇校根拿了份自测量表回家。

目前，杭州本地新闻网站已
经公布自测量表的具体内容，感
兴趣的市民都可以上网下载。杭
州市文明办也呼吁全体杭城市
民，测一测孝顺程度，行一行孝
道，孝敬关爱身边老人。

测一测自己的孝顺程度

杭州发布孝道文化研究报告

本报温岭 10 月 13 日电 （温岭
日报记者 江盈盈） 今天上午，第四
届“温岭石夫人杯”全国象棋国手赛
开幕。开幕式上，中国象棋协会授
予温岭市“全国象棋之乡”荣誉称
号。

温岭是象棋特级大师赵鑫鑫的
家乡，2011 年至 2013 年间，该市已
连续成功举办三届全国象棋国手

赛，受到了国内各大媒体和海内外
象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接下去，
2016 年、2018 年温岭还将继续举办
两届。

自1996年3月起，江苏吴县、江
苏镇江市、广东惠东县、山东高密市
等 8 地先后被国家体委、国家体育
总局、中国象棋协会命名为全国象
棋之乡。

温岭 获授全国象棋之乡

本报讯 （记者 金敖生 通讯
员 周飞）城市两旁，各色花儿恣意
绽放，不少店铺墙上披挂着绿色植
物。记者漫步绍兴街头，在秋阳中
闻到缕缕花香，真切感受到“花卉绍
兴”的美景。

绍兴市今年推出了“花卉绍兴”
新政，采取各项措施发展花卉产业，
推进美丽绍兴建设，其中一项内容是
给古城披上“花衣裳”。市区最繁华
的解放路和仓桥直街、府山公园和城

市广场等地率先打造“立体绿化”。
解放路长达 6 公里，按设计要

求，这里“春有花、夏有绿、秋有色、
冬有景”。在人行道栏杆上挂上花
箱，形成花廊，在街面的窗口、阳台
摆放鲜花，在视野开阔的墙面披挂
绿花，还在路旁夜灯杆上挂上绿色
植物。通过点面线结合布置，形成
一条起伏有韵的景观轴线。“立体绿
化”四季更换，注重花卉的多样性、
丰富性和色彩搭配。

绍兴 古城披上花衣裳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一楼创业园内，大学生们免费使用学校的场地开办电子商
务、婚纱摄影等公司。 记者 邵全海 摄

本报衢州 10 月 13 日电 （见习
记者 何双伶 通讯员 胡江平 蓝正
伟）“老方一直觉得，帮助常山小吴
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想到这次他
出车祸，常山好人们一下子募集了
10 多万元的捐款！”在龙游县湖镇
中心卫生院住院部三楼的病房里，
龙立丹动情地告诉记者。

龙立丹是侗族人，老家在贵州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丈夫方
旭红则是龙游县湖镇镇新光村人，今
年63岁。方旭红年轻时曾是赤脚医
生，后来开过电器修理店。上了年
纪，他重操旧业，常去山里采药，为村
民看病。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有
小病小痛，老方总是“免费坐诊”。“古
道热肠”是邻居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一个偶然的机会，常山文峰社
区的小吴成了方旭红的病人。

今年 16 岁的小吴患肾病已有
10 年，今年 4 月病情突然恶化。听
说了这个消息，常山天马街道文峰

社区主任郑怡与《今日常山》的记者
方均良一行人来到了小吴家里探
望。这时，方均良忽然想到了自己
认识的药农方旭红，建议小吴试一
试。弄清小吴的病情后，老方不顾
年老体弱，细心为小吴诊治，还专门
上山采挖草药。不到两周，小吴的
病情明显好转，重新回学校上学了。

今年夏天，方旭红家祸不单
行。6月与7月，龙立丹与方旭红先
后遭遇车祸，老方更是伤势严重，生
命垂危。19 岁的儿子方成雷高分
考上浙江大学工科试验班，却入学
困难。8 月 22 日，方均良得知这个
消息，立刻找到郑怡，合计帮助方旭
红一家。他俩联系了龙游县工商联
主席吴安春、龙游县信用联社的爱
心员工、“最美龙游人”汪岳云，共同
发布了一篇爱心帮扶倡议书。倡议
书一下子就在微信里传开了，龙游、
常山的市民纷纷积极响应。

常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责

人余荣华与好友李晓明一起，第一
时间捐了 1 万元。浙江佳能钙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应站明，得知方旭红
在浙医二院的抢救陷入困境后，立
刻联系杭州龙游同乡会的柯国宏、
方建平、童建新等人，并经浙医一院
的龙游人方兵亮帮助，让方旭红顺
利转院。随后，他又给方成雷的账
号打去了 5000 元钱。而方均良也
通过大学校友周玲娇联系了浙大校
友会，反映方成雷的家庭情况，校友
会慷慨解囊，捐出10万元。

在方旭红帮助过小吴的文峰社
区，郑怡专门打印了十几份倡议书，
一一贴在楼道的宣传栏内，告诉居
民们曾经帮助过社区小吴的老方家
有难，需要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爱心倡议书更牵动了天南海北
的常山好人。9 月 19 日，在北京工
作的常山“媳妇”小莉联系浙江狮子
会奉献服务队，将 7800 元捐款送到
了龙立丹手中。小莉还表示，愿意

在方成雷大学本科期间提供资金援
助，每学年资助7800元。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方旭红一
家就收到了 20 余万元爱心捐款，其
中通过常山好人联系募集的善款约
12 万元左右。目前，方成雷已经顺
利入学。

9 月 15 日，方旭红在浙医一院
成功接受了左腿粉碎性骨折康复手
术。10月3日，他为节省费用，回到
龙游湖镇中心卫生院继续接受治
疗。目前，他的身体已有好转，病情
稳定。但两个多月住院治疗的医疗
费用已达近 60 万元。龙立丹告诉
记者，家里的 18 万元积蓄已经全部
花完，除去 20 余万元的善款，家里
还欠了20余万元的债。

龙立丹一直在家务农，老方是
家里的经济支柱。如今老方住院，
儿子还在念书，这个清贫但温暖的
家庭显得有些度日维艰。爱心接
力，需要更多的人伸手接棒。

常山为龙游“爱心农民”募集捐款

爱心大接力，生命不掉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