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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在”一
住养老院感觉被抛弃了

孙女士有三个儿子和一个
女儿。多年前老伴去世后，她
便独自居住。2015年，老人在
家不慎摔倒受伤，随后被送到
医院救治，出院后她就被子女
送进了养老院。几个月后，孙
女士的身体完全康复，她向子
女们提出回家居住，没想到遭
到了子女们的坚决反对。老人
感觉子女是为了自己的自由，
而剥夺了她的自由。

老人的子女们每周都会来
看她，送水果、送药，甚至会把
老人的衣服带回家洗……但他
们有个共同的底线，就是绝不
能让老人回家住！一是觉得母
亲的性格比较强势，难以相处；
二来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照
顾，养老院有24小时值班医生，
有护工，是最适合、最安全的地
方。老人的子女还跟养老院签
了协议，没有他们的同意，养老
院不能让老人出去。

支招:有话好好说 老人需
要被爱

“老人为什么不愿住养老
院？怕被抛弃。他们觉得只有
住在家里，和家人待在一起才
会有安全感。老人害怕自己不
适应新环境和新生活方式，在
心理和潜意识上抵制某些事
物。”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祝赫
分析说，随着老人年龄增长，与
子女同住的愿望会变得越来越
强烈。老人需要爱、亲情，这是
最主要的原因。

他建议，子女应找出父母
不想住在养老院的真正原因，
有话好好跟父母说，想办法帮

助他们摆脱心理负担。比如，
在工作之余经常去养老院看望
老人，并把老人接回家里住两
天，还可以带老人一起去挑选
养老院，让老人先感受一下养
老院的环境，要让老人认为自
己 仍 然 是 家 庭 中 很 重 要 的
一员。

一名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
认为，当下养老方式有很多，老
人无须只拘泥于一种。现在很
多养老院的基础设施都比较齐
全，可以满足老人们日常的需
求，再加上有专人照料，也能让
子女更加放心。在养老问题
上，老人不能只依靠子女的照
顾，还应当从多方面进行考量，
而从经济和思想上独立就是让
自己晚年更舒适的第一步。

“不自在”二
一个屋檐下生活几多煎熬

“年轻人在北京打拼不容
易，要是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
难！”心怀这个想法，2019年初，
接到儿子的电话，65岁的张英
二话没说从老家安徽过来帮忙
带两岁大的孙女。

小两口对她的到来表示欢
迎，带娃虽然辛苦，张英没有怨
言，就是感觉儿媳妇事真多，经
常埋怨她这个没做好、那个做
不对。“我一个带过四个孩子的
人，还得听儿媳妇指手画脚，什
么洗菜要多泡几分钟才能洗干
净，孩子这不能吃那不能吃
的……到城里了，反而浑身不
自在，感觉自己有些吃力不讨
好。”在她看来，一家人如果想
要和谐相处，需要磨合的地方
似乎格外多。

市民赵淑青退休后爱上广
场舞，因为要为女儿带孩子，她
只能放弃爱好。更让她生气的
是，女儿女婿还把孩子的开销
推给了她，“从没给过我钱，也
从没对我提过，好像我是应该
的。”

老人和子女在一起生活，
可以享受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
家庭幸福，但是住在同一个屋
檐下，磕磕绊绊也会变多。不
少老人表示，因思想观念、生活
习惯、生活圈子不同，住一起难
免会感觉不自在、不方便，甚至
产生矛盾。

支招:有事当面讲 忌多管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卜凌

娜分析，老人感觉不自在，除了
现实情况所致，也有碍于家人
情面、委屈自己的因素，为了家
庭和睦选择退让，给自己增加
压力，从而有了不自由的感觉。
老人应该多为自己考虑，“大胆
说出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自
己的经济需求、交际需求等，更
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做好父母有一个原则，就
是对有些事情要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不要凡事都以自己为中
心，给儿女一定的生活空间，不
干涉他们的生活；在孙辈教育
的问题上，千万不能以‘有经
验’自居，尽量按照孩子的观点
教育孙辈。”退休教师于淑英也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即便老人
和子女在一起生活，老人也可
以做到精神独立，多走出家门，
而不是一天到晚就围绕家里的
几个人生活。”

“不自在”三
“智能化”来了 尴尬却多了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地
区的洪光召今年62岁，为了跟
上时代，去年他特意买了款智
能手机，努力跟家人学习如何
使用“北京健康宝”“京医通”

“美团”等小程序。但方便生活
的同时他也遭遇了尴尬。“比
如，使用‘北京健康宝’，扫码的
人多时，有人嫌我操作得慢，就
嘬牙花子，我打心眼里发急，只
好放弃扫码，直接手写登记；还
有一次用‘滴滴’叫车，也不知
怎么操作的，车都没坐上呢，直
接把单给结了，这些事都太影
响我的学习热情了！”老人说。

而对于智能化生活，74岁
的许振江打心眼里抵触，儿子
家中新换了电视，电视机和两
个电视盒子一共有3个遥控器，
他开好了就不敢关，怕打不开。
前两天，老人不知碰到了遥控
器的哪个按钮，导致画面变小
了，最后不得不向年轻的邻居
求助。老人觉得有点忧伤，可
又不知道怎样才能迈过“我这
么大岁数了，不想学”的这个
坎？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不
理解和不熟悉，不知道按下这
个按钮会发生什么，会承担何
种风险和损失。

支招:克服畏惧心理 跨过
心理这个坎

网购、上传图片、组织社区

合唱团开展“云歌会”，还帮着
邻居下单买东西……海淀区花
园路街道小关社区居民宋学义
搭上信息化快车，玩得不亦乐
乎。她说：“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很多老人使用智能手机并
非出自兴趣，而是现实需求。
既没有兴趣又没有需求的，压
根没有学习的必要了。有需求
的就得耐心探索，有兴趣探
索。”

“因为老年人的生理原因，
很难去适应现在智能产品的多
样性。而具体学习的时候，记
不住，学不会，更多的是因为有
畏惧心理和紧张的心态。在学
习的时候会畏首畏尾，还有就
是年纪大了，不用那些功能也
罢的放弃心理。”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祝赫分析。

怎样才能让老年人跨过这
个门槛？祝赫表示，关键还得
靠老年人自身，慢慢培养自己

“玩电子产品”的信念，只要不
把这个电子产品弄坏了，就可
以继续去“玩”。还有老年人要
有重点地学习，年纪大记住10
个按键功能很困难，那么记5个
按键就不难了；其次，有研究发
现，很多年轻人教别的老人的
时候比教自家老人更有耐心。
所以建议年轻人交叉教授，A教
B家的老人，B教A家的老人，这
样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据《北京青年报》

耄耋老人哭诉被子女“关”在养老院：我不是犯人！近日，这条
新闻在网上被热议，令人唏嘘。“想回家”的老人是上海91岁的孙女
士，她认为子女剥夺了她的自由。

像孙女士这样的情况在老年人群中并不少见。那么，应该如
何化解“不自在”的心病？

老人请注意！

洗澡过勤，湿疹可能找上你
你可曾有过身患湿疹剧烈

瘙痒、夜不能寐的体验？那么，
得了湿疹应该怎么办？又该如
何预防呢？来听听专家怎
么说。

什么是湿疹

湿疹是由多种内、外因素
引起的皮肤炎症，为最常见的
皮肤病之一。急性湿疹好发于
面部、耳部、手足等外露的部
位，通常表现为红斑基础上的
丘疹及丘疱疹，即通常所说的

“手上起小水疱”，并出现渗出，
自觉瘙痒明显。若急性湿疹处
理不当，可发展为亚急性湿疹，
皮损处为暗红色，上有丘疹，伴
有少许脱屑。若仍经久不愈，
可迁延为慢性湿疹，表现为暗

红色斑，上有丘疹、鳞屑，且局
部的皮肤肥厚、粗糙，颜色较正
常皮肤加深，患者通常觉得剧
烈瘙痒，不能忍受。

随着年龄的增加，皮脂腺
的分泌功能减弱，部分中老年
人会出现全身皮肤干燥，并散
在小丘疹，部分由于过度搔抓
而导致破溃结痂。若患者长期
按“湿疹”治疗后仍不能缓解，
应及时就医。

得了湿疹怎么办

1.因为湿疹患者的斑贴试
验阳性率并不高，因此，在日常
生活中要多注意自己的湿疹是
否与接触某种物质或食用某种
食物有关，从而避免可疑的致
病因素。

2.对症治疗，口服药物应在
医生指导下使用。

3.在急性期并伴有渗出时，
可以外用3%硼酸溶液或0.1%
雷夫努尔溶液冷湿敷。

4.在渗出减少后或慢性的
皮损处，可选用糖皮质激素药
膏外用。

5.若皮损处有破损，应加用
抗生素软膏，如百多邦、夫西地
酸等，从而预防局部的感染。

6.日常外用保湿、滋润护肤
产品，如硅油、凡士林等。

需要提醒的是，湿疹特别
是慢性湿疹的治疗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在治疗过程中，患者
应按医嘱定期到医院复诊，由
医生判断治疗药物的加减，切
不可自行减药停药，以免由于
处理不当而造成病情反复。

湿疹会传染吗

的确，很多皮肤病会传染。
看到皮肤病的患者，很多人本
能地会保持距离。但是湿疹这
类疾病不是传染病，是不会传
染给他人或者被他人传染的。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细菌、真菌
感染后出现的皮损易与湿疹混
淆，这些皮肤病可是会传染的。
因此，当皮肤出现损害时，建议
到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

预防湿疹这样做

1.对于怀疑是由于外界某
种物质过敏引起的湿疹，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是找到过敏源并
避免接触。

2.尽量选择纯棉材质的贴
身衣物，且新购买的衣物在穿
着之前应先清洗。

3.除非有明确的食物过敏
史，否则不应乱忌口，避免营养
不均衡。

4.家中勤通风、多换气，保
持空气清新。

5.外出时，特别是夏季，应
选择合适的防晒措施产品，避
免病情加重。

6.对于中老年人，应避免频
繁洗澡及一次洗澡时间过长。
在洗澡时，应避免水温过热、过
度使用沐浴用品及用力揉搓皮
肤，在洗澡过后注意涂抹身
体乳。

据《老年健康报》

老来不自在怎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