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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则《老人该不该拿养老钱支援子女买房》的报道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子女要买房、买车，开口向父

母求助，老人该不该拿出养老钱支援他们？笔者随机走访了

几位年龄在 40 岁至 55 岁之间的桐庐市民，大部分市民表示

会提供帮助。但他们心中也有一些顾虑。

防老或给子女买房
养老钱该怎么用

陈琪

老人出房子首付
有些还帮忙还贷

小张今年 26 岁，刚刚订了婚，紧接着就

要操心买房结婚的事儿。“最近，我和爸妈一

起选中了一套80多万元的房子，因为刚毕业

自己还没有存款。爸妈就先付了首付。”小张

说起买房的事，他表示压力很大。“之后每月

还要还房贷。等到孩子出生后，又是一笔大

开支。”

“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工作不稳定、

收入还低，房价远远高于收入，要让孩子自己

买房付首付至少要等五六年的时间。但是，

现在孩子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为了不让房子

影响婚姻，很多父母都会出手相助。”家住金

龙花园的吴女士认为，父母有能力就帮一下，

毕竟孩子工作时间短能力有限，现在自己买

房的确比较困难，婚后还要养孩子，日子也不

好过。

市民陈大伯也是与吴女士一样的看法。

“儿子经营着一家商店，媳妇没工作，在家带

孩子，我们能帮则帮吧！”小陈过得轻松，还得

感谢父亲。结婚时，陈大伯给儿子付了首付，

之后的房贷和车贷，他和儿子一人承担一

半。虽说为儿子付出这么多，老林是心甘情

愿的。但其实他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将来

我要是生病了或者老了不能动了，儿子还会

倾其所有来赡养我吗？”

市民表达不同观点
帮与不帮都理解

老人会用“养老钱”支持子女买房吗？多

数老人被问及这一问题时，都倾向于“尽自己

所能支援孩子。”市民赵大伯就说：“父母没有

义务帮孩子买房，但如果有条件，肯定会帮孩

子买房。现在房子升值快，我这钱存银行还

不如借给孩子买房。”

有的老人就比较谨慎。“我先得给自己留

一部分‘看病钱’、‘买药钱’。以后的事，谁也

说不准，留点钱在身边，也不用动不动问子女

拿钱，自己就能做主。”还有人表示，“如果经

济宽裕，支持还是必须的。钱用了才体现价

值。如果经济不宽裕，紧巴巴的活命钱，就自

己花吧，儿孙自有儿孙福。”

对于老人的不同的态度，年轻人表示理

解。有人认为，“父母辛苦一辈子攒下的钱，

愿意拿出来支持子女是情分，不愿意也不能

强求。”还有人说，“无论父母帮不帮买房，子

女都要赡养父母，这是逃不掉的责任。”

父母最好留凭证
孩子要抱感恩的心

有专家指出，这一问题的背后折射出的，

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包

括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和养老理念、包括大家

庭和小家庭的结构调整，也包括法律与亲情

之间关系的平衡等。

因此，面对这一情景时，老人和子女应该

怎么办？有律师表示，父母帮孩子是情分，不

是本分。根据法律上规定，年满18周岁的子

女，父母不再承担抚养义务。如果说，父母有

能力帮孩子并且愿意帮孩子，这无可厚非，但

应该明确跟孩子指出，这些钱不是我应该给

你的，作为子女，接受了帮助就要懂得感恩。

他还表示，父母拿养老钱支援子女，最好留下

凭证，规避风险。

十月寻秋天子地，满目青山变黄金。近日，桐庐

天子地生态风景旅游区，迎来了一批婀娜多姿的旗

袍佳丽，他们是由杭州电视台影视频道历经8个月从

全国赛区评选出来的《旗袍@女人——遇见最美自

己》的获奖者，当他们穿上中式旗袍、行走在美丽的天

子湖畔时，仿佛让天子地的青山绿水又披上了一层

缤纷曼舞的轻纱。 向东/摄

街头又见“童年的爆米花”。记得童年见到老爷

爷推着小车拉着风箱、炉子来到村里，总会拉着妈妈的

手拎着米子、玉米炸一筒，小时候把炸米花叫“炸炮

子”。如今设备更新了，改用煤气了，米子、玉米也不用

自备了，价格高了，但叫法还是一样。 谷子/摄

在桐庐多处农家乐或山庄，都有重现“红色

文化”，其实它并不是简单的墙画而已，它在陶冶

情操、振奋精神、繁荣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中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石头/摄

10月25日上午，桐庐县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了

无偿献血活动，全校教职工和年满18周岁的高三

学子们积极踊跃参加此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职

高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

张俏/摄

近日，不少市民看见街道边的绿化带里有园

林工人蹲在草坪上，或行道树旁认真除杂草。据

悉，每年市政园林处要对绿化带中的杂草进行多

次清理。为了不伤到绿化植物,园林工人只能放

弃机械作业，手工进行杂草清理。 凌朵/摄

10 月 26 日，分水镇大路村农耕体验节拉开

序幕，分水镇团委组织实验小学红领巾感受农耕

文化，摸泥鳅抓甲鱼、割稻谷包米菓，现场一片热

闹景象，通过农耕体验活动让小朋友懂得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毕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