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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湖南联通用户：
中国联通湖南分公司将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对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含 31 日）前产生的积分进行清零处理。 请您尽快通过积分礼
品兑换平台（www.10010.com 或 www.v-v-v.cn/hn165. jsp）及指定网
点 进 行 积 分 兑 换 或 参 与 积 分 抽 奖 活 动 （编 辑 短 信 CJ 发 送 到
10655810011）。

中国联通湖南分公司
2013年 12月 10日

公 告

老人流连公交5小时
总说“还没到”

只要天不下雨， 家住白
沙路口的85岁老人陈振斌定
会早早出门，上街溜达。出门
在外， 他坐得最多的是公交
车。

12月8日，陈爹乘坐123
路车来到汽车南站， 上午10
点半，陈爹又登上了703路公
交车。

秋道业是 703路公交
车司机， 车子于12点半左
右到达星沙灰埠小区的终
点站时， 陈爹仍靠在座椅
上， 身旁挂着老人捡的瓶
瓶罐罐。

见陈爹望着窗外， 默不
作声，却没有下车的意思，秋
道业好心提醒：“爹爹， 到站
了，要下车了。”

听闻此言， 陈爹挪了挪
身子。 秋道业以为陈爹准备
离开， 自己便先行下车赶往
调度室交班。

然而， 待秋道业吃完午
饭再次返回车上时，陈爹仍
坐在原处，张望着窗外。“爹
爹，这是终点站了，你怎么
还不下车啊， 你到哪里去
啊？”

这时，陈爹吐出三个字：
“还没到。”

猜想陈爹可能是坐过了
站， 秋道业便启动车子往汽
车南站方向开去。

下午3点，汽车再次回
到了汽车南站， 秋道业从
后视镜里瞥见， 陈爹依旧

坐在车内，这里看看，那里
瞧瞧。

趁车内乘客不多 ，秋
道业忍不住再次询问陈爹
家住何处，“您老人家在车
上坐了5个多小时，是哪里
不舒服不， 还是找不到家
了？”

对此， 陈爹的回答仍然
是：“还没到。”

一个月被送回十次
民警认得他

无奈， 秋道业只好报警
求助。

不多久，长沙市公安局
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的
民警陈溢赶到了现场，“我
一看到陈爹就觉得眼熟，已
经 不是 第一 次 送 他 回 家
了。”

其实，陈爹思路清晰，可
家庭住址却是在陈溢询问良
久才说出口的。“他似乎不是
很想回家。”

然而， 当陈溢将陈爹
送回家后， 陈爹又是请其
吃苹果， 又是留他久坐一
下。

陈溢一了解才知道，陈
爹老伴离世多年， 儿子三年
前因癌症去世， 如今与离异
的女儿相依为命。

陈爹的女儿陈玲（化名）
靠卖糖油粑粑维持生计，对
于父亲的外出和民警送回，
她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最近两三年， 只要天
气好，他都会出门。一个月

有十 次是 被 民 警 送 回 来
的。”

“我每天早上四点多就
要起床摆摊，忙里忙外，他不
帮忙还非要出去， 让我操
心。”

说起父亲， 陈玲满腹委
屈，“平时我们沟通少， 越来
越不理解对方。”

每天坐公交只因寂寞
他想“说话”

12月11日，陈爹没有出
门。记者于上午10点赶到他
家时， 他正坐在屋子里发
呆。深灰色的裤子，几乎完
全脱皮的棕色夹克， 长檐
帽， 陈爹仍是12月8日那身
装扮。

见记者来访， 他搬出椅
子坐到门口， 从帽檐里摸出
一根烟， 点燃抽了两口又摁
灭放回帽檐。

与其聊天， 他不是点头
就是摇头， 很难听他挤出几
个字。

邻居老赵说， 陈爹思路
清晰， 却似乎不知道如何表
达，“可能太久没人跟他讲话
了。”

记者掏出本子写下问
题：为何每天出门溜达。他匆
匆写下：随便走走。得知陈爹
爹会写字， 老赵目瞪口呆，
“原来陈爹会写字啊，还写得
这么好。”

再问， 坐公交车是为了
什么呢？ 陈爹又用笔划出两
个字：说话。

每天坐公交5小时，只想找人说说话
民警认识他：一个月十次送回家 女儿忙生计：沟通太少难理解 专家：盼儿女缓解孤独

85岁的长沙老人陈振斌，每天乘坐公交车来回数次，为的只是找人说话；
长沙残疾老人王洪良手疾发作，露宿街头一周，仍要上街卖气球，只因在家无聊；
江苏老太因子女长时间不回家，设立探望奖；
四川老教授花10万元为小狗举办葬礼；
北京老太因保姆要回家过年而跳楼自杀；
大连老太因为孤独在家摁马桶玩……
他们都是全国各地的空巢老人因孤独而走上各种“极端”的范本。
当养老问题越来越紧迫的当下，老人极度孤独引发的社会问题，以一种集中爆发的姿态呈现在了
我们面前。

坐的是公交，更是寂寞
长沙心理学专家刘正华说， 很多

老年人因为感到孤独去坐公交车，坐
的是公交， 更是寂寞。“一方面打发时
间，一方面又能看看各处的风景。除了
物质， 子女们更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
需求，做些努力，让父母有自己的兴趣
圈子，缓解孤独感。”

半数老人愿住养老院
在城市老龄化加剧的同时， 第一

代独生子女父母开始步入老年期 ，
“421”模式的家庭正在迅速增多，传统
的“养儿防老”模式受到挑战。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和养老院养
老，对于养老，老人的看法是什么呢？
记者随机走访了25位老人进行调查。

72岁的李小玲娭毑现在和老伴生
活，“孩子虽然离得不远， 我们也不愿
意和他们住，有代沟。以后动不了了，
我们也愿意住养老院， 不给孩子们添
麻烦。”

受访的16名老人表示愿意入住养
老院，另有6名老人表示要听从子女安
排，另外3人坚决拒绝机构养老，“家是
唯一养老之地，不管儿女在不在，我都
要住在这里。”

和陈爹接触的几天， 我们一步
步地走近他的狭小世界。 他每天坐
着公交车围着长沙城转， 目的仅仅
是找个可以说话的人。可无奈的是，
他怀着找人说话的目的出门， 却因
为太久无人沟通， 导致说话能力几
近消失。

而这一切的源头，便是孤独，没
有边际的孤独。

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 我们流
传了千百年的“反哺式”养老，是否
应该改改、变变？

在西方，儿女羽翼丰满后，老人
大多单独生活， 而形式多样的社会
养老完全能够满足老人的需求。也
许还有很多人无法接受西方的养老
方式，但我们是否能够设想，在代沟
越来越明显的当下， 如何让老人形
成自己的圈子， 而不是在孤独中迷
失。

如今， 民营养老院越来越多地
出现，这些硬件软件皆优的地方，是
否能聚集更多的老人， 让老人们在
面朝春暖花开的庭院里，拍拍风景，
聊聊现在。

目前，我国居家养老、社区养老
仍有待完善，而数以亿计的陈爹及其
子女们，是否能适时放下养儿防老的
观念，真正地融入养老院这个老人圈
子，找到一个与自己说话的人？

孤独影像

12月11日，长沙市白沙路，陈爹爹在家中闭门不出。午后难得地坐在门口晒了一会
太阳。 记者 李丹 摄

记者调查

别让老人在孤独中迷失

记者手记 专家说法

核心提示

济南一位70多岁的老人持
续半年坐同一趟公交车，每天
坐两趟，4个小时就为找人说
话。

2010年11月

坐完3路坐861路， 然后再
坐3路……太原一名老人因独
自在家感觉孤单， 便来到离家
最近的公交车场换着乘坐公交
车打发时间。

2013年12月

每天上午8点， 家住福州的
李依伯都会和老伴坐上公交
车，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两位
老人呆在家里实在闷得慌，只
好出来坐车解闷。

2011年5月

江西分宜县一名老太投了20
元乘坐公交车， 坐了三四个来回
没下车。老太儿子、儿媳平时工作
忙，只身一人在家感觉孤单，于是
坐公交车打发时间、排解寂寞。

2013年12月9日

父母被谁遗忘
每日独坐车上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为薇 见习记者 林锐新


