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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幢别墅抱团养老，如今过得怎样

浙江杭州汤大姐花200万元造别墅，邀人抱团养老的消息曾轰动一时。在随后的两个多
月里，有人跨省赶来试住后失望离开，有人则因为志同道合安心住了下来。

所谓抱团养老，抱团只是一种形式，而养老，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过程，陌生人搭伙过日子
真的靠谱吗？在这之前，多起典型抱团养老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为何老年人仍对这一养老模式
趋之若鹜？（摘编自《钱江晚报》《新华每日电讯》《新闻晨报》）

汤大姐才 53 岁，之前在
杭州一所高校工作，退休后选
择回到老家余杭百丈镇养
老。今年3月，汤大姐在老家
盖了一幢三层别墅，楼内装
了电梯。不过，别墅里只有
她和老伴两个人，难免感到
孤单。于是，她希望找到更
多同龄人入住别墅，大家一
起抱团养老。

汤大姐介绍，老家周围景
色宜人，适合养老。别墅附近
的医院也不远，开车半个小时
就能到。在她看来，抱团养老

的基本门槛已经达到了。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

别墅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试住
者。有人甚至从外省赶来，
试住一段时间后又觉得离老
家和子女太远，无奈只好中
途放弃。目前，正式入住的
只有两人—— 72 岁的金姐
和70岁的虞姐。

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三
个女人在别墅里度过了一个
浪漫的节日。三人品着热
茶，吃着甜点，一同回忆岁月
悠长的美好时光。

住了一段时间后，金姐
和虞姐渐渐把别墅当成了
家。虞姐喜欢花，爱拾掇花
园，汤大姐也任由她摆弄庭
院，“花是女婿帮忙运来的，
我特意选了变色月季”。作
为杭州本地人，虞姐早就考
虑过抱团养老，“我不会做
饭，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不想
给孩子增添负担”。之前，她
去看过一些养老机构，但都
不太满意，“有些养老机构太
冷冰冰了，我不想在我还有自
理能力时，生活就过得很无
趣。住在养老院，不管去哪都
要报备，一点都不自由”。

虞姐的房间在二楼，床边
摆放着她的电吹管，电脑上是
她画的设计图，“我以前是丝
绸厂的员工，50 岁后开始学
习电脑设计，给客户设计一些
花样图案”。虞姐说，抱团养
老满足了她对养老生活的几

点构想。首先环境要好，“我
第一次看到漫山遍野的毛竹，
就爱上了这里”。其次，饮食
要有讲究，“我要求吃得健康，
少盐少糖，这些要求我和召集
人说了，她都会记住”。最重
要的是，她看重汤大姐的性
格，“我从她身上体会到了陌
生人的关怀，从4月份入住时
的欢迎餐，到母亲节的蛋糕，
她给了我家的感觉”。

72岁的金姐入住才一周
多，“自由”也是她最终选择
留下来的原因，“想要社交的
时候可以出来社交，想要一
个人时就待在房间。人老
了，不想再去取悦别人”。

在尝试“抱团养老”之前，汤大姐
就研究过其他失败案例，“有的因为
吃饭问题闹矛盾，有的因为一点小钱
发生争吵。这些小问题一旦累积起
来，就会让相处变得艰难”。

汤大姐也担忧，后续各种问题会
纷至沓来。“我做了一些准备，在每位
老人入住前，我和他们的子女或配偶
签订协议，了解他们的基础病，学了
一些急救知识。此外，我包揽了做饭
和卫生等杂事，公共区域的体力活，
他们不需要干，这点矛盾可以避免。”
汤大姐认为，自己不爱计较，会尽量
避免和伙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在虞姐看来，他们的养老形式没

有问题，缺点集中在地点较为偏僻，
“这里没有城市氛围，购物不太方
便。如果是那种很爱热闹的老人来，
可能会难以适应”。虞姐还提到，抱
团养老并非同吃同住那么简单，个人
素质、生活习惯等都要很相近，在实
际的集体生活中还需要不断磨合。

“别墅里曾经来过一对夫妻，丈夫的
性格比较暴烈，两夫妻经常吵架，我
心里会感觉不舒服。”虞姐担心，以后
人多起来，难免会出现各种情况。

对于地理位置偏远的问题，金姐
也有同感，“我希望至少快递可以送
进来。如果周边能开一些药店，有基
础病的老人，能方便买到药”。

对于汤大姐发起的抱团养老，杭
州余杭区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已经与百丈镇政府部门对接，后
期会上门了解和帮忙做培训。该负
责人表示，他曾多次现场调研过杭州
几家“抱团养老”的房子，大多存在消
防、食品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不能
仅靠旧情维系，而是需要明确的契
约，来厘清界限、分清职责。”在中国
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殷骏看来，目
前抱团养老的症结可能在于缺乏约
束，高兴就在一起过，不高兴就散伙，
随意性很大。

说起抱团养老的成功典型，很多
业内专家都提到了上海的“慈舟养老
院”模式。早在1998年，从医生岗位
退休的浦逸敏跟一群老伙伴，以5万
元的价格买下了嘉定区一家闲置农
村信用合作社的使用权。之后，他们
对信用社做了适老改造，将小楼起名

“慈舟养老院”。这里没有院长，没有

护工，没有厨师，一切都要靠老人们
互相帮助。为此，入住小楼有着严格
的要求：生活必须能自理、吃素、每月
交 100 元水电费。因为向往抱团养
老，小楼里最多的时候同时住了 22
位老人。不过，抱团养老再好，也敌
不过年岁的增长和疾病的来袭。十
几年间，“小老人”逐渐变成高龄老人，
有的离开人世，有的身患疾病，不得
不转入条件更好的护理院。就这样，
在坚持互助养老十多年后，老人们最
终决定将楼房捐了出去。在专业人
士看来，无论选择在哪抱团养老，最
好提前考虑到交通、医疗等条件。

殷骏表示，从长远看，抱团养老要
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需要多方
共同努力。比如，社区街道和职能部
门应主动提供法务、医疗、物业管理
等支持，并帮忙制定契约，对参与者
的权利、义务予以界定。同时，职能
部门可以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流程规
则，供有此设想的民间团体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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