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老去后的二三十年岁

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何度

过？目标指向是幸福。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方院

落，有花有果，看着花开花落，等

着夕阳西下⋯⋯这样的田园生

活，听着确实让人心生向往。但

实施起来，现实里也是有不如意。

近日，一个宁波男子的丈人

丈母娘从内蒙古千里迢迢回到安

徽阜阳老家，盖了房子养老。女

婿却因为担心老人的生活，在论

坛上发了帖。

无独有偶。杭州人张羽（化

名）的丈人丈母娘，也计划花费

50 万元回老家武义盖房养老。

担心房子的升值问题，年轻人并

不赞成。但老人有自己的想法

——毕竟老家乡里乡亲，这份热

闹是城市里敌不过的。

养老问题总是能引发共鸣，

不少网友参与了讨论。有人说，

人生百年事，操劳一辈子，最后那

段时光，就随心意一些。回乡造

房养老这件事，你怎么看？

城里没人陪自己喝酒，我要离开

城里房子没电梯不方便，我要盖楼

面对执意回乡的老人
我们该支持还是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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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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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王先生的丈人在内蒙铁路部门工

作，房子是单位分的，住了四十几年。虽然只

有六七十平米，但周边生活配套齐全。两个老

人有三个孩子。王先生的老婆嫁到宁波，她还

有一个哥哥和妹妹，都在内蒙工作。

原本，退休后的丈人和丈母娘在内蒙生

活，子女也在同一个城市，照顾起来很方便。

前几年，两个老人开始回安徽阜阳老家探亲，

每年都会在亲戚家住上几个月。后来，老人起

了回老家造房子的念头。

三四年前，丈人就在塌了的老宅地基上盖

起了新房子，有四个房间，有100多平米。

更没想到，他们干脆把内蒙的房子出租，

搬回老家去了。这下，子女开始担心了——

阜阳老家离宁波有800多公里，离内蒙就

更远了。老人不在身边，女婿王先生还挺担心

的。两人都 70 多岁，怕他们在老家出点什么

事——之前，丈母娘真摔过一回，还好有人帮

忙送去医院住院，“现在，乡下年轻人很少，万

一再有下一次，那就难说了。”

王先生和老婆动员了好几年，让他们到宁

波来住，但老丈人不愿意。“他觉得宁波不热闹，

没有人气，喝酒都没有人陪。”王先生说，老丈人

酒量不错，一天两顿，每顿3两白酒。要是来个

客人，至少喝半斤高度白酒。王先生偶尔会陪

着喝两杯，但老丈人还是觉得没劲道。

老人坚持住在阜阳老家。王先生的老婆

倒是先想通了：老人想怎么养老，做儿女的就

顺着他们心意吧。如今，丈人和丈母娘住在老

家新房子里，靠退休金生活绰绰有余。老丈人

经常招呼街坊邻居们一起抽烟喝酒吃肉，不亦

乐乎。一个大大的院子，老两口种了很多蔬

菜。前段时间，非要给女儿女婿寄来自己种的

大蒜，足足35斤，“跟他们说不要寄了，快递费

都够买大蒜的了。”但老人家哪里听得进，这丰

收的成就感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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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的话题，总是能引发最多人的共鸣。

王先生在论坛上发的帖子，很多网友都积极参

与讨论。

有网友说，住在乡下，生个病，上趟医院都

费劲，遇到急性的病⋯⋯“我以后，要住在医院

旁边1公里！”但也有人说，70多岁了，想怎么过

就怎么过吧，人一辈子毕竟做随性的事情不多，

心情舒坦了身体也就健康了，“毕竟，乡下空气

好是真的。我刚好 50 岁，也买了乡下的房子，

喝的是山泉水，晴天去爬爬山，空气是真的好。”

年轻人，会从投资、安全等角度考虑问题，

但老人，应该也有为自己活一次的权利。

“他们没否定你的生活，你也别否定他们

的。”网友“三斗”说，老人大多喜欢乡下热热闹

闹，见谁都能打声招呼，“当然，配套设施肯定

是城市好，但人到一定年纪，大家追求的东西

会发生改变。生老病死都是命。”

或者，找个养老机构，和年纪相仿的老玩伴

安度晚年；或者，住在子女周边，能怡儿弄孙又

互不干扰；又或者，在乡下盖栋房子，回归田园

宁静⋯⋯不同的养老方式，其实并没有对错。

一间茅屋负青山，老松半间我半间。丰子

恺笔下画出这样的日子。希望回乡造房养老

的他们，都能过上想要的退休生活。

老人，也该为自己活一次

【网友热议】【网友热议】

杭州人张羽（化名）的丈人是一名教师，也

回武义老家造起了新房。目前房子还在建设

中，3层楼，近300平方米，预计花费50万元。

对于老丈人的这个决定，张羽其实并不十分

支持。“我主要是从投资的角度考虑，投入这么多

钱，但农村的房子似乎没有升值空间，甚至出手

都难。”张羽是一名电池行业的博士生，和妻子在

杭州定居，手上两套房子，生活宽裕。之前，两人

把老人接到杭州生活。两个老人发现要帮着带

外孙女、干家务，操心很多小辈的事。老两口想

要更好的老年生活，作为晚辈自然支持，“和我们

住一起，毕竟生活习惯不一样。”张羽说。

但丈人丈母娘身体都不太好。老两口在武

义县城的房子，是20年前的老房子，没有电梯，

爬楼不方便。他们就想到回老家乡下生活。山

好水好，人也熟悉，“村子里堂兄妹表兄妹什么的

很多，逢年过节回去，确实很热闹。”

老丈人所在的村子，离武义县城不到 20

公里，开车到武义人民医院只要15分钟左右，

也算方便。决定回老家盖房，老两口想得很细

致了，老丈人还特地花3万多元装了部小电梯

——在乡下，这也算是稀罕物件了。

听着很完美，但张羽还是有自己的担心：

“我丈人不爱钓鱼，更不喜欢种菜，离开乡下已

经40年了，农村的生活并不一定能适应。”

起初，丈人丈母娘提出想住有电梯的房

子，张羽也提议在武义县城买一套有电梯的高

层。看了一圈房，武义二手房价每平米在一万

二三左右，丈母娘觉得还是在老家造房子宽

敞，住着也舒服。对此，张羽十分不理解：“县

城的房子有升值空间呀！老家这房，他们俩如

果住不习惯，投进去的钱就真的都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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