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破的不只是“围墙”

“旁观者 ”， 这是不少年满 90 岁 、

长期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人对自己家庭
地位的定位。 这些老人往往都迎来了自己
的第四代， 但随着新生命的到来， 他们或
是碍于日渐迟缓的行动， 或是不想打扰小
辈们的生活， 都选择住到了养老院。

离开了熟悉的家庭 ， 住到养老院的
他们面对的也大多是同龄人 。 记者走访
沪上许多养老院发现， 平均年龄超过 75

岁是普遍现象。 报纸、 电视是这些高龄
老人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

当更多养老院将 “围墙 ” 打破后 ，

吸引来的社区低龄老人们将更鲜活 、 生
动的世界诉说给高龄老人们听 。 社会上
的热点事件、 邻里间的琐碎日常 ， 逐渐
拼凑出了一个更加富有活力的养老生活。

开放式养老的另一面 ， 则是更多社
区老人在养老资源日趋紧张的当下获得
更多生活便利。 比如， 当养老院里的公
共食堂开放后， 社区老人得以告别天天
“买汏烧” 的生活， 拥有了更多交友、 培
养兴趣爱好的时间。

■本报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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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敬老院里的“年轻人”带来久违的活力
对 90 岁的钱婆婆来说，65 岁的老邻居

周红是妥妥的“年轻人”。 这是上了年岁的人

对“年轻”二字的另一种解读。

多年前，行动日渐迟缓的钱婆婆住进了

闵行区莘庄镇敬老院。 陪伴她的，是平均年

龄近 85 岁的院友们。 四季变换，她与院友们

看到的都是同一片景致 。不过 ，莘庄镇敬老

院打开了 “大门 ”，吸引来更多 “年轻人 ”，

素来宁静的敬老院变得热闹起来 。 嬉笑

声 、谈天声交织在一起 ，养老院里重现久

违的活力 。

对于像周红一样走进敬老院的“年轻老

人”而言，在为院内老人带来活力的同时，也

拓宽了自己的生活半径。

“年轻老人”来这里找便利找
快乐，也找到一种“类亲子关系”

在许多人看来，父母是“人生来处”。 但

年过六旬，许多人成了家中长辈 ，下面是自

己的儿辈、孙辈。 不过，当孙辈也开始上学、

乃至独立生活后，习惯待在家里的老人往往

一下子失去了生活重心。

自莘庄镇敬老院打开“大门”后，周红来

这里的次数肉眼可见地增多———原先要一

两周才来一次，如今天天准时报到。 “大门”

未开时 ， 周红主要来这里探望她的老邻

居———90 岁的孤寡老人钱婆婆。而“大门”打

开之后，周红彻底将莘庄镇敬老院纳入了自

己的日常生活圈。

最吸引周红的，无疑是位于敬老院二楼

的卡拉 OK 房。 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周红，

将唱歌视作她们那个年代的抖音 ，“我们那

个时候都是用唱歌来交朋友的”。 但周红们

大多只能把居委活动室当作练唱地点。 活动

室条件有限，既没有大屏幕，也没有麦克风。

在敬老院里的各类设施、 活动向社区老人开

放后， 周红欣喜地找到了敬老院里这个硬件

设施齐全的卡拉 OK 房———从屏幕到麦克风

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专门的社工帮老人点歌。

不过，能让周红天天来敬老院准时报到

的，除了齐全的硬件设备 ，还有在此找到的

“类亲子关系 ”———日积月累的点滴相处可

以改变很多东西，比如周红与钱婆婆。

在敬老院对外开放之前， 由于探望时间

有限，周红与钱婆婆之间的聊天仅止于过去老

邻居街坊之间的闲话家常。但随着周红来敬老

院的次数增多， 她与钱婆婆之间的关系又升

温了。 “就像跟父母一样天天见面，这种亲密

感马上就有了。 ”从要找话题聊天，到自然而

然的情感流露， 熟悉的邻里关系就在这一天

天的亲密相处中进阶为一种“类亲子关系”。

从一片冷清到人气旺盛其乐融融

周红的频繁到来，不仅使她与钱婆婆之

间的关系不断升温，也让院里的许多老人养

成了新习惯。 人称“总管”的钱益旗就是其中

一位。

由于双下肢肌肉萎缩， 无法站立行走，

61 岁的钱益旗很多年前就住进了莘庄镇敬

老院。 每天坐在轮椅上的日子平淡无奇，但

钱益旗有个应对平淡生活的特殊方式———

“记忆”。 从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上班时间，到

每位来访者的车牌号 ， 他总是记得清清楚

楚。 这些琐碎的日常细节就是他平淡生活里

重要的新鲜感来源。

自周红到来后，“总管”养成了一个新习

惯———哼歌。 敬老院内的卡拉 OK 房十分宽

敞， 容下二三十个老人一起合唱不成问题。

但平时主动活跃、什么都管的“总管”钱益旗

一到卡拉 OK 房，整个人就会“收敛”一些：他

总是推着轮椅、坐在人群最外圈。 但若仔细

注意他的嘴型，就会发现 ，他一直在轻声哼

歌，一首都不落下。

卡拉 OK 房被挤得满满当当 ， 居于 “C

位”、拿着麦克风的老人大声领唱，一旁的老

人们轻声哼歌，一派其乐融融的场景。 但就

在不久前，这里还是一片冷清场面。 “高龄老

人大多行动不便 ， 也没有特别会唱的人带

唱，自然人气不旺。 ”莘庄镇敬老院副院长金

萍萍道出了卡拉 OK 房此前空有设施、 人气

不足的原因。

在老年大学学了四年声乐的周红颇有

点“科班出身”的味道，在她的带领下 ，更多

社区老人开始踏足敬老院，也将活力与热情

带到这里。 在一首首经典红色老歌里，许多

老人寻回了年轻时的那份激情。

金萍萍发现， 老人们对于服务品质有了

越来越高的追求。“他们并非对一些服务没有

需求，而是市场上尚不具备供应能力。 ”此次

公办养老机构向社区老人开放就是一次挖潜

老人养老服务需求的新尝试，以此为起点，老

人们的更多养老需求未来有望被一一满足。

■本报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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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按照联合国的人口划分标

准，年满 60 周岁便跻身“老龄人
口”。但若细究起来，老龄人口中

其实至少有两个代际———拥有完全自理能力的“低
龄老人”与部分或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

低龄老人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心境也更开阔，

而大部分高龄老人的生活却有些单调甚至沉闷，人
们想到养老院也总是下意识地觉得“暮气沉沉”。

果真如此吗？ 以闵行区为代表，上海正在尝试
的开放式养老行动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答案。

如今的养老院让老人们的生活远比想象中更
精彩。 在更多老人的生活里，不再只有抗衰老这一
件事。 他们或是开始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或是甜蜜
地回忆起自己的青葱岁月。 更出人意料的是，一些
养老院向社区老人开放后，低龄老人走进养老院，

与院里的高龄老人发生了种种“化学反应”。

本报记者走访打开 “大门 ”、打破 “围墙 ”的敬
老院后发现， 一些全新的社交关系正在开放的养
老院里构建 ：老人之间 ，有些仿佛 “偶像 ”与 “粉
丝”，还有些可以用“类家庭关系”来形容。

①莘庄镇敬老

院的音乐下午茶活

动对社区老人开放，

老人乐队的表演引

来 “粉丝 ” 们阵阵

喝彩。

②敬老院工作

人员陪伴老人散步。

③ “低龄老人”

走进敬老院 ， 带来

了更富有活力的生

活和心境。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上接第一版）重症监护室外的妈妈看见

中国医生连连道谢，因为没有他们，菲卡

可能活不到下个月了。

10 岁的菲卡出生后就被确诊为胆

道闭锁，接受了葛西手术缓解病情，但去

年起病情加重， 今年 5 月后出现肝功能

衰竭迹象。菲卡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肝移

植是挽救她的唯一希望， 但器官供体很

有限， 菲卡的姐姐就因为类似肝病但等

不到供体而去世。这次，菲卡爸爸决定捐

肝，为女儿争取活体肝移植手术的机会。

就在手术准备阶段， 菲卡的病情进

一步恶化，手术风险剧增，马大医院的医

生们想到了远在上海的“伙伴”———仁济

医院夏强教授领衔的儿童肝移植团队。

经多次远程病例沟通， 夏强决定带领团

队赶到马来西亚，为患儿实施手术。

8 月 6 日， 中马医生组成的联合手

术团队成功从菲卡父亲身上切取 360 克

左半肝移植给菲卡。 8 月 7 日，中马医疗

团队再度合作， 完成了当地第二例儿童

活体肝移植手术，受体是一名 1 岁男孩，

供肝者是他的母亲。

第二台手术期间还发生了值得铭记

的一幕： 上海肝移植团队从主岛位置转

到配合位置。因为，上海医学团队此行还

有第二重使命：不仅要去“救命”，还要去

“授技”，让当地医生掌握这项技术，就能

造福更多患儿！

从“打飞的”来沪看病，到
把技术留在大马

谈及此次在中国医生帮助下完成的

“首例”， 马大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杨文锟

感慨不已：“手术台上， 这样手把手地教

授是非常宝贵的机会， 我们要尽快掌握

这项技术，造福等着救命的孩子。 ”

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被誉为肝脏外

科领域“皇冠上的明珠”，是治疗终末期

肝病患儿的有效手段，但技术难度很高。

为了这两台手术的成功开展， 今年五六

月间，马大医院 16 名医护人员专程赴上

海仁济医院当 “学徒 ”，接受为期 1 至 4

周的儿童肝移植技术高密度培训。

此次中马医学团队能在手术台上

“默契合作”， 还基于双方多年的友谊 。

夏强告诉记者，中马之间的这段缘分始

于五年前，当时他们接到来自马来西亚

的“求助”，问询是否能接受马来西亚患

儿 到 上 海 施 行 儿 童 活 体 肝 移 植 手

术———因为马来西亚当地没有开展这

项技术的能力。

就这样，2014 年， 一名四岁马来西

亚女孩“打飞的”到上海仁济医院接受活

体肝移植手术， 这一跨国救援通道由此

开启。 至今，已有近 40 名马来西亚终末

期肝病儿童在仁济医院成功接受活体肝

移植。

为了这群孩子，上海仁济医院与马大

医院还建立起成熟的儿童肝移植合作管

理模式，涉及肝移植手术前准备、手术后

回国康复、 就医费用筹措与资助等多项

工作。 因为这项充满爱的事业，马来西亚

驻华大使多次到访上海仁济医院， 并致

函中国外交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 “对仁

济医院为马来西亚患儿提供医疗服务表

示感谢， 希望仁济医院继续提供医疗服

务，并为马来西亚培训相关医护人员”。

“手术室外交 ”种下名叫
希望的生命种子

从接收海外患儿， 到手把手传授手

术技术， 这是上海医生们的 “大爱”体

现 。 当地医学界盛赞这一 “手术室外

交”，感谢它为中马友谊种下名叫希望的

生命种子。

“夏强教授团队是器官移植领先者，

他们帮助马来亚大学附属医院开展儿童

活体肝移植具有里程碑意义，掌握这项技

术将给予马来西亚慢性肝病患儿、尤其是

那些还在肝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儿新希

望，彻底改变命运。 ”马来亚大学副校长凯

米拉教授强调，当马来西亚掌握儿童活体

肝移植后 ，相比之前去海外就医 ，治疗

与手术总费用有望下降 50%以上。

尽管有爱心组织援助，在马来西亚，

仍有患儿无法负担海外就医的费用。 眼

下，在上海仁济医院的帮助下，马大医院

正加紧建设小儿肝移植学科及相关技术

团队， 争取在三年内逐渐独立开展这项

技术。

“此次肝移植手术的开展，是两国在

医疗领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感谢上海

仁济医院的专家无私共享技术， 感谢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让先进技术

移植到马来西亚成为可能， 造福整个东

南亚。 ”马大医院院长卡玛鲁称。

据统计， 东南亚地区儿童先天性胆

道闭锁发病率约为万分之一， 由于东南

亚各国普遍缺乏儿童活体肝移植技术，

因此， 除极少数患儿花费巨资前往欧美

就医，绝大多数患儿家庭只能放弃治疗。

没有有效治疗， 这样的孩子通常活不过

2 岁。

当然，顶尖外科技术的“传授”显然

不是两台手术可以达成的。 8 月 9 日，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还与马来亚大学医学

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这将为仁济医院成

为马大附属医院的“最强技术后盾”提供

平台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表示， 中马医生的

手术合作开启了两校的进一步合作，双

方将在学生培养、 教学研究领域开展更

多合作。

“这项工作最终将帮助那些肝病末

期的孩子们，增进中马友谊、造福东南亚

国家， 这是仁济这所百年老院凝聚学科

优势，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投

身上海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建设所应承担

的使命。 ”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表示。

上海优质医学“授渔”马来西亚

记者手记

当敬老院向社区打开大门，生活远比想象精彩
闵行区尝试开放式养老，入院老人或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或追忆甜蜜的青葱岁月

谁都年轻过，但如何老去，却是很多人尚无法想象的事

情：当你老了，是什么在一天天充实着你的生活？或许第一时

间闯入绝大多数人脑海的，就是手指操、剪纸……这些活动

长期以来都默认与老年人群“绑定”。记者近日走访闵行区莘

庄镇敬老院，却发现了很多“意外”：这里的“人气项目”，已经

变成了看电影、品赏音乐下午茶……

变化，要从刚满百天的闵行区莘庄镇敬老院打开“围墙”

行动说起： 作为该区首批面向社区开放的试点养老机构，莘

庄镇敬老院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围墙”，将助餐、助浴、卡拉

OK、影院、音乐下午茶、康复理疗等一系列养老服务对社区

老人开放。 于是，炎炎夏日，老人们的业余生活有了更多选

择：他们或是在电影院里回看一部难以忘怀的老电影，或是

在卡拉 OK 厅尽情欢唱，也可在洋溢音乐氛围的餐厅来一场

“姐妹们的下午茶”……用“活力满满”来形容，绝不为过。

电影市场“边缘群体”有了“秘密花园”

热热闹闹的暑期档电影来临， 沪上大小影院人气爆棚，

国漫《哪吒之魔童降世》以黑马之姿摘下中国市场最卖座的

动画电影桂冠。 但在红火的电影市场，老人们常常只是“陪

衬”，人们更熟悉的场景是：老人带着孙子、孙女趁暑假来到

电影院看动画片。 在年年创新高的国产电影市场，银发族似

乎还是“边缘群体”。

2017年末，影片《芳华》击中了老年影迷的“泪点”，直至电

影下线，还有不少老年粉丝前来询问是否有放映场次。 但《芳

华》过后，似乎就再难有一部电影引起老年影迷的群体狂欢。

现在，闵行区的老年影迷们有了“秘密花园”———莘庄镇

敬老院内设电影院总是座无虚席， 观众无一例外都是老人。

其实，老人们的观影需求一直都很旺盛，但市场上能真正满

足他们需求的影片却少之又少。“以前的演员演得多真实呀，

一招一式都非常有代入感。”经常来观影的王阿姨说，相较追

求刺激的特效电影，考虑到身体原因，老人们更偏爱有年代

感的主旋律影片。

莘庄镇敬老院内的电影院采取“点映”模式，老人们只要

将想看的电影反馈给居委会， 再由居委会传达至敬老院，就

可顺利完成点单。早在莘庄镇敬老院内设电影院对社区老人

开放以前，社区老年院线就已存在；但受限于场地原因，不少

社区老年院线都是露天放映，盛夏时节，老年影迷的观影体

验并不好。 而如今在敬老院内设电影院，老人们得以享受堪

比商业院线的高品质服务。

敬老院里的“偶像”与“粉丝”

暑期来临，各大综艺节目开启拼杀模式，粉丝们纷纷在

各大平台为自己的偶像加油助威。 老人之中也有追星族，但

他们的偶像通常都已隐退，“追无可追”。不过，陆阿姨却没有

这种烦恼———她在养老院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偶像。

午饭过后，原本人群熙攘的餐厅变得冷清起来，陆阿姨却

迎来了每天最开心的时段：一旁有打鼓、弹琴的现场乐队，她

可以在这难得的悠闲时光与小姐妹们拉拉家常、聊聊过往。

陆阿姨的丈夫身体不太好，动过几次手术，大部分时间

只能卧床，陆阿姨也就此担负起了照顾老伴的任务。 从中心

城区搬来闵行区之后，陆阿姨夫妇与年轻时好友之间的距离

远了，平时想要找人说话也成了一件难事儿。

莘庄镇敬老院的音乐下午茶活动对社区老人开放后，陆

阿姨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敲打着乐器的 97 岁帅老头庞高林

是她的“新偶像”。 庞高林曾是街道老人乐队的明星，“粉丝”

无数。 自从住到莘庄镇敬老院后，他又加入了莘庄镇敬老院

内的老人乐队。 从鼓手到键盘手，这支由老人组成的乐队不

仅配置齐全，还能自己作词作曲，谱写的一首“莘庄镇敬老院

之歌”更是朗朗上口。

在敬老院，陆阿姨仿佛寻回了少女时代追星时的投入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