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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儿越来越冷，我市有些老人开
启“候鸟养老”模式，“飞”往海南、云南
等南方省份过冬。冬找暖，夏找凉，潇
洒、舒适，“新潮一族”老人的养老模
式，让年轻人羡慕不已。

养老模式如今越来越备受关注，
注重生活品质成为现代养老观念，
是一种可喜进步。辛苦一辈子，晚
年怎么过，老人最应该享有话语权、
自主权，家庭和社会要真正了解老
人的心理需求，用心为老人铺平养
老之路。

什么是最好的养老模式？最适合
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咋舒服
咋来。

有的老人喜欢住在养老院，认为
自由自在、乐在其中；有的老人却认为
住在养老院是被子女“遗弃”了，非常
排斥；有的老人喜欢和子女住在一起，
力所能及地帮子女做家务、带孩子，发
挥余热；有的老人却认为，自己为子女
奉献了一辈子，老了就要想干啥干啥，

该为自己活一把，子女别再拿家事来
烦扰……读懂老人心，才能真正理解、
支持老人的养老选择。

身边老人大多传统保守，在影响
老人养老选择的诸多因素中，老人对
长期生活环境的依赖强烈，这也是老
话所说的“故土难离，穷家难舍”。

当老人尚不太老，身体还较健康
时可选择“居家养老”，可当老人年老
体弱、重病缠身时怎么办？提高社会

“居家养老”水平，除了依靠孩子的孝
心，还需要社会养老服务功能的整体
提升。

养老模式由心而定，贵的不一定
是对的，拿“候鸟养老”模式来说，选择
这种养老模式，除了考虑身体能否经
受得住旅途颠簸，异地就医能否报销
等也须考虑在内。

总之，无论哪种养老模式，都不应
忽略老人对健康、精神等方面的需求，
尽力顺应老人的“生活惯性”，让老人
感觉对了，就是最好的养老模式。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很多洛阳
人的朋友圈，被各式各样的18岁照片
刷屏了。

90后、80后、70后，甚至60后都在
朋友圈上传自己的18岁照片，并和现
在的照片对比，有的还配上“我刚好
18 岁，要趁着年轻做自己想做的，别
辜负了青春”“18 岁，愿大家出走半
生，归来仍是少年”等文字。

之所以满屏皆是“18岁”，据说是
因为过了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最后一
批90后，就度过他们的18岁生日，90
后这一代人将全部告别懵懂的少年时
代，成为成年人。

接着，晒18岁照片就成了80后、
70后、60后等不同年龄段人的一场集
体怀旧秀，通过老照片触碰那个令人
难忘的年代，致敬曾经青涩、单纯、美
好的自己。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18岁就像一
把刀，划开了青春和成年。

18 岁之前是孩子，朝气蓬勃、活

力四射，可以哭、可以闹、可以张狂地
去奔跑，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给予他
们最多的是庇护和关爱；18岁之后是
成人，成熟持重，意味着责任、担当，学
业、就业、婚姻、育儿等不得不面对的
压力，都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纷至
沓来……于是，18 岁后，很多人迅速
失去了 18 岁前的朝气、锐气，失去了
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有的变得不思
进取、死气沉沉、世俗市侩，甚至活成
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其实，18 岁，不只是一个年龄标
记，还是一种精神标记；18岁，不只是
一种生理状态，还是一种心理状态。
年龄上的青春，谁也留不住，但是，心
态上的年轻，可以通过不断读书、学习
来实现，因此，每年12月31日，我们不
必总是感叹岁月太瘦、青春易逝、又老
了一岁，微笑着去生活，不断拓展自己
的视野和眼界，追求生命的深度和广
度，心态好了，你完全可以永远活在
18岁。

微笑着生活
永远都是18岁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18岁，不只是一个年龄标记，还
是一种精神标记；18岁，不只是一种
生理状态，还是一种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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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养老模式是咋舒服咋来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无论哪种养老模式，都不应忽略老人对健康、
精神等方面的需求，尽力顺应老人的“生活惯性”，
让老人感觉对了，就是最好的养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